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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于史料发掘、史

事梳理、音乐家和音乐作品考

述，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清

晰呈现了从 1927 年中国第一

首流行歌曲《毛毛雨》问世前后

到 2019 年近百年间中国流行

音乐的发展脉络。全书分为“民

国篇”和“当代篇”两个部分，包

括“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源”“中

国当代流行音乐之发展”“中国

当代流行音乐之繁荣”等多个

章节，全面展现了中国流行音

乐萌芽、发展、成长、壮大、强盛

的历史轨迹

中国流行音乐这百年中国流行音乐这百年
□陈小奇

本书系统地梳理了 1900 年

至 2000 年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

脉络，围绕工艺美术在不同社会

转型时期的历史境遇，总结不同

时期在内外因推动下所取得的工

艺进步和产业成就，分析不同时

代工艺美术设计和创作上所发生

的审美变迁的总体动向，关注起

到关键作用的政策实施过程和代

表性人物的新思想的影响以及代

表性艺人的技艺实践，提炼工艺

美术大事记，揭示工艺美术发展

变化的历史逻辑

《20 世 纪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史（上 下

卷）》，邱春林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24年2月

工艺美术常被视为现代“艺术设计”

的前身。姜丹书先生在《美术史》（191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将“工艺美术”

定义为“工艺之带有美术性质者，即含有

装饰的意味者也”，涵盖陶瓷、金属、染织

等领域。蔡元培先生曾提到，狭义的美

术包含建筑、图画与工艺美术等内容。

其中，“工艺”主要指“传统手工业”，工艺

美术即“实用美术”，是工艺中具有审美

价值的部分。随着传统手工业向以机器

化大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工业转变，工艺

美术“美化”器物等实用之物的功能被现

代设计门类替代，逐步成为一门“独立的

纯艺术”。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

长邱春林教授所著的《20世纪中国工艺美

术史》，作为我国首部系统研究近现代工

艺美术发展的学术专著，完整勾勒出这一

传统艺术形态的现代化转型轨迹。全书

分为上下两卷：“晚清民国工艺美术史

（1900-1949）”与“新中国工艺美术史

（1949-2000）”，以宏阔的视野，系统梳理

了工艺美术核心门类的产业形态、技艺传

承、装饰特征及风格演变，同时深入考察

政治体制变革、经济技术转型、文化思潮

演进等内容，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构建起

工艺美术发展的立体坐标系。

面对社会剧变中的传统手工艺，本书

突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揭示其

在外部冲击与内生动力共同作用下形成

的双重发展路径：一是向现代设计体系转

化，二是衍生出具有实验性质的“新工艺

美术”形态。作者融合多学科理论，通过

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的互动，剖析工艺美

术及其行业变化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究其

本质根源，呈现出“史论互鉴”的“艺术社

会史”特征。

工艺美术被动“现代化”的
艰难发展

与欧美国家主动探索适应现代化生

产和生活方式的美学，并发展出现代主义

设计风格不同，中国工艺美术的“现代化”

是被动适应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

强倾销机制产品，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手

工艺的经济基础。细瓷、染织、刺绣等传

统优势品种从大宗出口商品变为被“洋

货”大肆倾销的对象。同时，国内新兴城

市阶层在西方政治、经济侵略和文化殖民

的影响下，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转向西方

“现代风格”，“洋货”备受追捧。20世纪上

半叶，面对西方的经济掠夺，清朝廷和民

国政府都尝试“救亡图存”。一方面，积极

发展民族工业，引入机器生产和现代科

技，促进外贸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手工

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补充，得到国家政

策扶持和经济救济。近代中国的有识之

士将（工艺）“美术”视为发展民族工业的

重要手段。李叔同提出“图案为工艺之

本”，蔡元培倡导“美育”，鲁迅提出“美术

救经济”说，张德荣的观点与同期“包豪

斯”建立“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宗旨相

似。这些思想和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工艺美术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记录了近

代陶瓷业、刺绣业等行业被动迈向“现代

化”的过程。以江南刺绣业为例，近代以

来，中国刺绣精品受海外客商喜爱，加速

了刺绣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但装饰主

题和风格以“仿古”为主，缺乏创新。后

来，受欧洲机制面料倾销和西方文化影

响，民众服装风格改变，缝纫机普及，手

工刺绣逐渐脱离“美化服饰”的传统职

能，向“美术绣”转变，促进了技术改良和

产品创新。刺绣名家沈寿响应“实业救

国”号召，开创“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培

养了一批苏绣名家。她还借鉴西洋画的

立体塑造方法，创制出“仿真绣”，其作品

震惊世人。这一系列变化体现了中国传

统工艺美术在困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

艰难历程。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工
艺美术产业变迁

该书下卷围绕工艺美术产业因现代

化建设中的职能变化而产生的起伏变迁

展开，分为恢复发展期（1949-1976）、高

速发展期（1977-1989）和转型发展期

（1990-2000）三个阶段。工艺美术行业

历经连年社会动荡与经济困境的冲击，

发展陷入低迷，但它依然是新中国工业

化道路的重要基础和出口创汇的主要途

径，因此受到政府高度重视和政策扶

持。20世纪50年代，通过手工业合作化

运动，建立起以全民和集体工艺美术企

业为主体的专业化生产组织，召回老艺

人恢复生产。在公有制体制下，老艺人

消除了后顾之忧，积极传承和交流传统

技艺。在一定时期内，工艺美术产业在

产量、规模和技艺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形成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

模式，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和紧缺物

资。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模化生

产和资源调配模式，使工艺美术企业能

够借助专业科研院所和艺术院校的智力

资源，开展技术改造和设计创新，完成了

许多大型精品的创制，如“建国瓷”“7501

瓷”等。在实现“工业现代化”目标的推

动下，规模以上的工艺美术企业进行了

半机械或全机械化改造。陶瓷、染织绣、

搪瓷等日用品生产率先实现机械化，生

产效率和产量大幅提升，为20世纪90年

代后日用工艺品的装饰设计向现代工业

设计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工艺美术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国

内学界就如何建立时代新风格展开了广

泛讨论。有学者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工艺美术风格”和西方装饰艺术风格进

行批判，这促使工艺美术学界转向汉魏、

唐宋时期或民间的民族艺术形式。也有

学者强调工艺美术应与现实需求相结合，

反映人民的新思想和感情。在“恢复发展

期”，工艺美术的装饰题材转向人民喜闻

乐见的现实生产生活场景，山水风景题材

也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 80年

代，工艺美术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创作

和设计呈现出个性化、多元性的特征。传

统题材得以恢复，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艺术风格被引入，90年代后，随着国

有经济体制改革，工艺美术企业经营模式

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工艺美术的多元化发

展。“名人名作”受到市场青睐，“仿古风”

再次流行，新生代学院派艺术设计人才积

极探索“新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的“重生”与崛起

自20世纪50年代国内启动中国工艺

美术通史编纂以来，迄今已出版了十余种

不同版本，但其内容多侧重记述古代的主

要工艺美术门类的本体特征和变化发展

过程。2012年学科大调整后，面对快速

壮大的艺术设计学科的教学需要，在传统

通史的基础上编纂出版了一批中国艺术

设计史教材，这些著述主要补充广告、服

装、工业产品、室内装饰等与现代设计关

联密切的近现代艺术设计门类的部分史

实，却忽视了现当代工艺美术的创新发

展，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工艺美术史》得

到了丰富的补充。

下卷“概说”回顾了学界对“工艺美

术现代化”等重要问题的争论。改革开

放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传入中国，引发

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从不

同角度对新的艺术思潮进行了深入思

考。蔡若虹等人肯定了其审美价值，王

家树倡导“新工艺”，强调在传统工艺美

术基础上融合现代理念与技术，以适应

时代发展需求。

该书在陶瓷、染织绣、金属工艺等门

类外，增加了“新陶艺”“纤维艺术”“金属

壁画和艺术首饰”等，充实了“新工艺美

术”代表性品类的发展介绍，其中又以“新

陶艺”最具代表性。郑可、祝大年、高庄等

学院派艺术家受到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的

影响，开始有意识地在陶艺创作中，突破

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运用抽象、简洁、变

形等“包豪斯”式的风格元素。之后，以周

国桢等为代表的新陶瓷艺术家，尝试“用

现代艺术观念来表达纯精神的、情感的、

个性化的纯手工原创陶艺”。

英国学者彼得·多默曾分析过当代手

工艺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当手工艺脱离

“贸易竞争”需求后，其制作或购买目的便

转向了观赏和交流，不仅在形式上获得了

高度自由，工作性质也转变为“自由意志

的表达”，劳作阶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一发展规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在中国也不例外。随着中国市场

经济的发展和工艺美术行业体制的转变，

从事新工艺美术创作的人员结构发生了

显著变化，多为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艺术

家。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在形式和风格

上呈现出个性化、表现性、实验性的特

点。而且，实现现代艺术的本土化、民族

化成了中国新工艺美术的典型特征之

一。如今，新工艺美术凭借这些独特优

势，已成为与现代（工业）设计并驾齐驱的

艺术设计形式，它以文化生产和美化生活

为目的，不仅保留了悠长历史发展过程中

积累下来的精湛技艺、材料知识和丰富多

彩的装饰形式，同时，作为一种自由的艺

术创作方式，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审

美、情感、交流和创造的精神需求，从而再

次获得了生命力和存在价值。

该书以鞭辟入里的学术分析，深入剖

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张力的文化

截面。传统手工艺在殖民冲击与文明自

新的夹缝中，历经从生存抗争到文化觉醒

的蜕变：晚清民初的工业化困局折射出传

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而新中国成立则成

为工艺美术重获主体性的历史拐点。当

工业化浪潮将实用工艺推向现代设计时，

工艺美术并未消亡，反而在文化创新的熔

炉中淬炼出新的艺术形态——它挣脱了

器物功能的桎梏，以鲜明的民族美学重构

现代性叙事。作者一改以往艺术设计史

侧重本体描述的书写范式，将“艺术社会

史”整体性视角与“艺术风格史”的描述方

式结合起来，既如实记录各工艺美术门类

的工艺和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又以

工艺美术及其产业的时代变迁为线索，向

读者呈现出了一幅生动翔实的近现代中

国社会的丰富画卷。其多维视角与叙事

创新不仅填补了学科空白，更生动诠释了

传统文化如何在与现代文明的对话中实

现自我更新。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本文

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AG012）和

2024 年中国农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

目“面向乡村振兴的攀西地区农文旅融合

发展策略研究”的阶段成果］

““艺术社会史艺术社会史””与与““艺术风格史艺术风格史””的融汇贯通的融汇贯通
□□柳柳 沙沙

在艺术史研究的百年脉络中，写作范式始终面临双

重挑战：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平衡，又如何在学科

分野中构建整体性视角。这一问题在中西学术碰撞的背

景下尤为凸显。近年来，艺术史著作常陷于两种困境：或

囿于单一领域的精深研究，割裂建筑、绘画、雕塑的共生

关系；或流于知识的堆砌，忽视“人”在历史叙事中的主体

性。《空间的格局——中世纪至21世纪欧洲建筑图像学》

（以下简称《空间的格局》）一书，试图以跨学科视野与人

文叙事为突破，为艺术史写作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传统艺术史写作往往受制于学科壁垒。例如，中国

卷轴画的“书画同源”理念，与欧洲建筑、绘画、雕塑的伴生关系本可互

为映照，但多数研究者或因专业局限，或因方法论惯性，难以跨越学科

边界。这种割裂本质上是认知局限的产物，而非历史现象的真实逻辑。

《空间的格局》将建筑空间与其承载的壁画、雕塑视为有机整体，从哥特

教堂的尖拱到巴洛克穹顶的藻井，从文艺复兴的透视法则到新艺术运

动的曲线美学，书中以两千年欧洲建筑史为轴，串联起不同时代对神

性、人性、自然与技术的诠释。这种“全视角”研究不仅突破了“盲人摸

象”式的碎片化分析，更揭示了建筑语言与艺术表达的内在统一性——

这正是跨学科艺术史写作的核心价值。

艺术史的生动性，根植于对“人”的观照。当下许多著作虽史料翔实，

却将建筑简化为冰冷的物质遗存，剥离了建造者、使用者与观赏者的情

感联结。《空间的格局》则试图重构“以人为尺度”的叙事：圣索菲亚大教

堂的穹顶不仅是结构奇迹，更是拜占庭帝国对神圣空间的集体想象；巴

黎王妃门地铁入口的铸铁纹饰，折射出工业革命时期市民对现代性的矛

盾心态。书中大量实地拍摄的照片，并非单纯的空间记录，而是通过光影

与构图捕捉人在建筑中的瞬时体验——驻足、仰望、穿行，这些动态感知

成为解读历史的密钥。这种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情感容器的写作方式，使

艺术史不再停留于技术术语的罗列，而是升华为对文化记忆的唤醒。

降低阅读门槛，向普通读者敞开大门是艺术史写作不可回避的责

任。本书通过双重路径实现这一目标：其一，附录《建筑构造词解》以细

节图解、多语对照和实景对比，将哥特式飞扶壁、巴西利卡中殿等术语

转化为可视化的认知工具；其二，通过“先体验后解析”的编排逻辑，引

导读者从感性共鸣进入理性分析。这些设计并非对学术深度的妥协，而

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方法论创新——只有当艰涩的概念被转化为可感知

的意象，艺术史才能真正实现其公共价值。

《空间的格局》的实践表明，艺术史写作的突围需兼具“破”与“立”：

打破学科藩篱，建立整体视野；摒弃机械叙事，重拾人文温度；跨越知识

鸿沟，构建共情桥梁。唯有如此，艺术史方能从象牙塔中的“显学”，蜕变

为连接过去与当下、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对话者。

（作者系中国美术出版社品牌出版中心主任）

本书不是一本罗列西方建筑发展

史的“全书”，而是通过自成一体的叙事

逻辑，从图像学视角剖析建筑与社会形

态的关联，借社会形态更替解读建筑样

式根源及演变动因，将中世纪以来散落

于欧洲各地的建筑“珍珠”串联成一条

别致的“项链”，将建筑与其中的壁画、

雕塑和盘托出，呈现出空间与其中艺术

品整体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地

域间建筑语言的传承、发展

中国流行音乐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在这漫长岁

月里，我们始终期盼着能有一部全面记录这段历史的

著作问世。毕竟，这100年的流行音乐史是一段异彩纷

呈、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它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的发展

进程。在数千年的中国音乐史长河中，100年不过是短

暂的一瞬，却催生出一种全新的音乐形态，一种与世界

音乐相互呼应的独特品种。这100年间，流行音乐获得

了与民族民间音乐、古典音乐并立的地位，成为拥有最

广泛受众、具备最大传播效应的主流音乐类型。

流行音乐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它真实

反映时代和社会，真切表现人性与人类情感。20世纪

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业文化与复杂多元的“上海滩”

文化，孕育出与世界接轨的萌芽期中国流行音乐。从

那些饱含柔情的歌声里，我们得以窥探那个时代中国

人的内心世界，感受到在战争威胁下，国人的抗争与无

奈。这些歌曲或许带着些消极情绪，看似远离了激昂

的抗争号角，但它们为我们呈现出真实、完整的社会众

生相，绝非一句简单的“醉生梦死”“靡靡之音”就能概

括。改革开放后，人本主义精神在我国兴起并迅速成

为社会的时代强音。人们开始关注和尊重个体价值、

个体情感，接纳并欣赏多元且强烈的个性风格。与此

同时，流行音乐融入时代潮流，不同时期的社会思潮、

社会现象以及审美趣味的变化，都在一首首歌曲中得

到呈现。可以说，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是改革开放进程

的生动记录，承载着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烙

印着时代前行的深刻足迹。

在音乐审美层面，流行音乐带来了全新体验。它

采用自然发音方式，强调声音的磁性、质感与辨识度，

给予听众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独特的审美愉悦。它以

小型简约的电音乐队取代传统庞大的乐队编制，用时

尚的方式传承和创新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精华。

这100年间，几代音乐人历经唱片工业时代到网

络音乐时代的巨大变革，走过从模仿学习到原创探索

的艰辛道路，从被误解为“靡靡之音”到成为社会主流

音乐，在坎坷中铸就辉煌，以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音

乐之林。这100年的中国流行乐坛，留下的远不止众

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和无数优秀歌星。更为重要的是，

它留下了几代音乐人探索前行的坚实脚印，留下了随

时代发展的新思维模式和实践模式，还留下了宝贵的

时代启示与借鉴。我认为，这正是记录这段历史的书

籍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本书作者伍福生耗费10年心血，完成了这部百万

字的著作。他凭借详尽的资料，清晰勾勒出这100年

流行音乐的发展脉络，让我们得以感知乐坛的温度，真

切体会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带来的激情与感动。

本书由伍福生撰写，而音乐史则是几代音乐人共

同创造的。中国流行音乐的未来仍在不断书写，必将

涌现更多优秀作品、杰出音乐人，也会发生更多精彩的

音乐事件和现象。衷心希望中国流行音乐能够永葆活

力、持续繁荣，也期待更多像伍福生这样的创作者，继

续记录和剖析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

席、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原主席）

《中国流行音乐史（全 2 册）》，伍福生

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24年12月

艺术史书写的方法与路径
翻开艺术史著作，跨越时空的艺术长卷便在眼前徐徐展开。从原始洞穴中神秘的壁画，到文艺复兴时期恢宏的建筑，再到现代美术馆里前卫的装置艺术，这

些文明印记如同璀璨星辰，既闪耀着独特的美学光芒，又持续照亮着人类精神演进的轨迹。艺术史写作绝非简单地罗列艺术品、艺术家与艺术思潮。它是对过往

的深度挖掘，也是与当代的心灵对话。不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带着各自独特的视角与目的，用文字构建起艺术的历史脉络。

艺术史是如何被书写而成的？他们依据什么标准选择艺术品纳入艺术史？又如何解读那些艺术品背后潜藏的意义？是还原艺术创作的时代背景，还是融入

当下的审美观念与价值取向？带着这些问题，本期特邀专家学者，从艺术史写作的传统与变革，到不同视角下的艺术史书写展开深入探讨，带领读者看到艺术史

写作更为丰富多元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带着艺术史的视野，从而更加深入地感悟艺术的内涵与价值。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