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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术史不仅是对历代艺术家及作品的欣赏，而且是对其承载的思想内容的认知与解读。
当前社会发展的形势下坚持和执行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方针自然对艺术从业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让社会大众看得“懂”美术史。这套世界美术史的普及类图书书，以
明白晓畅的艺术语言，从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诸多方面进行了阐释，旨在拓展
社会大众对美术史的思维与视野，真正做到艺术属于人民。
  本套丛书学者阵容强大，由中央美术学院多名教授、专家组建编委会，保障了丛书的
内容品质。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美洲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特征以及艺术价值，精当地评价了雕塑、建
筑、绘画等主要艺术。该书脉络清晰，文字流畅，书中大量插图为手绘效果，真实地还
原了历史遗迹的本来面貌。是中央美术学院学者写给读者的外国美术史，是一本生动了
解外国美术史的入门读物，普及了美术知识，是艺术爱好者的理想读本。

作者简介

主编：谭平 1960年出生，山东烟台人，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理
事、中国环境设计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平面设计艺术委会，副主任、 现为中央美术学
院副院长。出版《成长的故事》、《艺众－－设计：以访谈的名义》、《越位－－设计
：以传承的名义》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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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从蒙昧走向文明之后，人类的思维精神总是对已知和未知的世界进行着不懈的追问与求
答，执着地探究着生存的本义与灵魂的归附，艺术就是在这个求证过程中，以审美方式
留下的文明记忆。这里纪录着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念与意志，抗争与进取，憧憬与渴
求，历经岁月的淘洗，超越时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南美洲的文化起源。安第斯山脉中部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和玻利维亚高原区，是南美洲的
文化发祥地，虽然早从公元前8000年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但最早出现在这里的
文明是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出现的查文(Chavin)文化开始的。查文文化的很多传统及生
活特征，都成为了之后不同文明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安第斯山区就
已经出现了村落，而且有一些村落的规模相当大。居住在安第斯山脉中段沿海地区的人
以捕鱼业为主，这里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海域之一，而内陆的人们则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
，不同地区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所选择的生存方式也有所不同。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
已经开始饲养羊驼和无峰驼，人们利用羊驼的毛混合棉花制作一些纺织品，在这些纺织
品中，人们还编制出象征人或动物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都带有宗教意义，安第斯高原
地区的纺织业也是南美洲纺织业的起始点。
  安第斯山区早期文明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公元前1200年发生了变化，一套统一的文
化使安第斯山区中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别逐渐缩小。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使安第斯山区统
一，是因为整个安第斯山区生活的人们都接受了同一种宗教信仰，并且还把地处高原的
查文德旺塔定为宗教信仰的主要祭祀仪式中心。这种文化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查文文化
”。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人们出于共同的信仰兴建了供奉神灵
的宗教建筑，南美洲出现了最早的金字塔式宗教建筑。据说在查文文化遗址中有一个石
碑上刻画有执行酷刑和用活人献祭的场面，因此人们推断人祭的祭祀方式从查文文明时



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传统。
  南美洲最早出现城镇的地区是查文德旺塔和它附近的一些宗教仪式中心，因为这些宗
教仪式中心的周围也往往是人口最密集的生活区。由于安第斯山区有丰富的金、银、铜
等矿产，所以生活在山区的人们有很多人都是技术高超的手工匠，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利
用黄金、白银或铜及一些合金制作造型优美的首饰或祭祀器皿。随着生活在安第斯山区
的人们不断改进纺织技术，查文文明时期的纺织业也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产品越来
越精致。
  受查文文化的影响，居住在安第斯山区的人们有了共同的信仰，因此各个民族之间也
开始有更多相似之处，他们供奉的主神大多有着人和美洲虎的共同特征。最常见的形式
是，神像面带微笑，露出尖利的牙齿，两只手里各握着一根权杖，虽然看上去人们信奉
的主神形象有点可十白，但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人的信仰中他不仅是一个乐于做善事的
神，而且还能够维持整个宇宙的安定。
  在查文文明时期以前，安第斯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为神灵营造的神庙，大约在公元前85
0年前后，处于今秘鲁西部安卡什省的查文德旺塔成为查文文化的宗教活动中心，吸引了
整个安第斯山区的人们前来祭拜。查文德旺塔最早的宗教建筑群被称为旧庙，是现存最
早的查文神庙遗址。旧庙的整个建筑平面布局呈“U”字形，这也是安第斯山区常见的
造型。
南美洲的文化起源。安第斯山脉中部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和玻利维亚高原区，是南美洲的
文化发祥地，虽然早从公元前8000年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但最早出现在这里的
文明是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出现的查文(Chavin)文化开始的。查文文化的很多传统及生
活特征，都成为了之后不同文明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安第斯山区就
已经出现了村落，而且有一些村落的规模相当大。居住在安第斯山脉中段沿海地区的人
以捕鱼业为主，这里是世界上最富饶的海域之一，而内陆的人们则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
，不同地区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所选择的生存方式也有所不同。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
已经开始饲养羊驼和无峰驼，人们利用羊驼的毛混合棉花制作一些纺织品，在这些纺织
品中，人们还编制出象征人或动物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都带有宗教意义，安第斯高原
地区的纺织业也是南美洲纺织业的起始点。  安第斯山区早期文明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
在公元前1200年发生了变化，一套统一的文化使安第斯山区中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别逐渐
缩小。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使安第斯山区统一，是因为整个安第斯山区生活的人们都接
受了同一种宗教信仰，并且还把地处高原的查文德旺塔定为宗教信仰的主要祭祀仪式中
心。这种文化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查文文化”。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生活在安第斯
山区的人们出于共同的信仰兴建了供奉神灵的宗教建筑，南美洲出现了最早的金字塔式
宗教建筑。据说在查文文化遗址中有一个石碑上刻画有执行酷刑和用活人献祭的场面，
因此人们推断人祭的祭祀方式从查文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传统。  南美洲最早出现
城镇的地区是查文德旺塔和它附近的一些宗教仪式中心，因为这些宗教仪式中心的周围
也往往是人口最密集的生活区。由于安第斯山区有丰富的金、银、铜等矿产，所以生活
在山区的人们有很多人都是技术高超的手工匠，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利用黄金、白银或铜
及一些合金制作造型优美的首饰或祭祀器皿。随着生活在安第斯山区的人们不断改进纺
织技术，查文文明时期的纺织业也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产品越来越精致。  受查文
文化的影响，居住在安第斯山区的人们有了共同的信仰，因此各个民族之间也开始有更
多相似之处，他们供奉的主神大多有着人和美洲虎的共同特征。最常见的形式是，神像
面带微笑，露出尖利的牙齿，两只手里各握着一根权杖，虽然看上去人们信奉的主神形



象有点可十白，但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人的信仰中他不仅是一个乐于做善事的神，而且
还能够维持整个宇宙的安定。  在查文文明时期以前，安第斯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为神灵
营造的神庙，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前后，处于今秘鲁西部安卡什省的查文德旺塔成为查文
文化的宗教活动中心，吸引了整个安第斯山区的人们前来祭拜。查文德旺塔最早的宗教
建筑群被称为旧庙，是现存最早的查文神庙遗址。旧庙的整个建筑平面布局呈“U”字
形，这也是安第斯山区常见的造型。  这种“U”字形建筑的平面是具有宗教象征意义
的，“U”字两边是建筑的侧翼，一边代表着宇宙，另一边代表着社会，建筑之所以会
以这种形式出现，可能是建造者想证明宇宙和社会既是两股相对的力量，又是两股相辅
助的力量。两翼之间是神庙的广场，是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U字封闭的顶端是代表神
圣力量的合二为一。旧庙的内部是用黏土和石头装饰的，而外面则就地取材，用的是当
地一种被磨光的大理石板。在大理石板上还有石雕装饰，这些石雕装饰也都带有复杂而
特定的宗教意义，大部分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神灵、砍下来的人头、美洲虎的实物式雕
像。  从旧庙的外部看，它好像一座实心的建筑，因为在外面看不到一扇门窗。安际上
它不仅内部有空间，而且其布局还像迷宫，很多房间和走廊被安排其中，虽然旧庙既没
有门也没有窗，但是里面却一点都不潮湿，因为在内部除了众多的房间和走廊以外，还
有通风管、下水道和楼梯，这些都与走廊和各个房间相通。通风管道是为房间和走廊通
风的，旧庙内部的下水道是石砌的，足足有500米长，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排泄神庙顶上的
雨水。  有意思的是，在雨水充足的季节来祭拜神灵时，有很多时候会在神庙内听到雷
鸣般的响声，早先的人们以为是神灵在回应他们。其实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神庙内部
下水道中水流经过的声音经过通风管道和下水道空腔时被放大，从而产生雷鸣般的声音
。由于早先科学技术有限，所以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总是认为那是神灵显圣现象。
  在考古学家发现旧庙时，旧庙里的很多文物都被大规模地移动过了，因此人们已经无
从知晓这些祭物原来的摆设方式。但是在旧庙中也有一些没有被移动的古物，比如一块
高约4.5米的神石。这块神石叫做朗松神石，是供祭拜者摆放供品的地方，算是一个小型
的祭坛。神石被艺术家雕刻成人的形象，但手与脚都是动物爪子的形象，大大的耳朵上
戴有沉重的坠子，嘴唇很厚且向后裂开，它的形象很像一只正在咆哮的高大凶猛的怪兽
。朗松神石被放在一条阴暗的十字形走廊的尽头，面朝向东方。朗松神石的顶部呈凹槽
形，穿过天花板一直通到上方的走廊，在那里，古代的祭司们将天神的旨意传达给求神
的人们。在这座建筑中，朗松神石就像一根通天巨柱，把天堂、人间和地狱连接在了一
起。  公元前300年前后，查文文化的宗教体系开始衰落，但是它的宗教思想和习俗却
流传了下来，并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安第斯山区的不同的文化中。  生活在安第斯山区沿
海地区的帕拉卡斯(Paracas)人和纳斯卡(Nazca)人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帕拉卡斯文化与
查文文化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所以帕拉卡斯文化受查文文化的影响很少，而纳斯卡人
几乎继承了帕拉卡斯文化的全部。帕拉卡斯文化约在公元前700年就已经开始了，直到公
元400年才逐渐消失。  帕拉卡斯人最热衷于制陶和纺织工艺，且制作出来的陶器和纺
织品都是堪称精品。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可能并不懂得什么是好的审美观，但是他们的纺
织品至少以今天的审美观点来看，依然是精美无比的。在许多的纺织品上都绣有五颜六
色的图案、稀奇古怪的神像、众多的鸟兽和植物，甚至是几何纹样，也许这些图案正好
与帕拉卡斯人的宗教和生活习俗有关，但几何纹的出现，已经证明此时人们抽象思维能
力的提升。  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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