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彩陶异品鉴藏》
作者：梁钦
内容简介：《西部彩陶异品鉴藏》介绍

的彩陶，主要为异形陶器和稀见纹饰。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青海东部地区，在这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中，有着独特的史前文

化遗存。其后数十年来，不断有考古学家

及考古、文博部门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调

查或考古发掘，大型史前遗址就有著名的

柳湾墓地、阳山遗址、阳洼坡遗址等，出土

了大量珍贵的史前遗物，为世界考古界所

震惊。因此，无论收藏者还是经营者，对于

这一地区的彩陶，有清醒的认识，掌握其辨

伪的经验，都是十分必要的。

梁 钦 ，

河 南 嵩 县

人，出版有

藏 族 民 俗

文 化 著 作

《江源藏俗

录》。退休

后，致力于

甘 青 河 湟

地 区 古 代

艺 术 品 收

藏与研究。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荐书

2023.4.16
星期日
责编：曾贵真
美编：任东梅
校对：池翠萍

13
封面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最美春光与书香不能辜负
各大机构推荐这些好书
四月春光好，唯好书不能辜负。收藏周刊记者通过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广东人民出

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多个机构的推荐，筛选出了器物鉴
赏、书法理论、传统工艺、品鉴绘画等不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书籍，以飨方家。

●《看画有方法》
作者：（日）中村邦夫 著；佟凡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看画有方法》两本书，一本

简单易懂地总结出 50个符号，另一本则直

接跟着各大艺术家上手操作，在实践中感受

大师的创作心法。

有了这两本书，一切画作的深意都有迹

可循——看画并不是漫无目的，原来看画真

的需要方法。这一系列书的作者中村邦夫，

长期从事艺术普及工作，他用自己多年在美

术馆进行讲解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主题符

号解读法”这个观念。

《看画有方法》打破以往艺术鉴赏书的

解读风格，重点关注名画中隐藏的“主题符

号”，提炼出天体、人体、动物、植物、静物 5
大创作主题，具体划分出50种日常事物，涵

盖了常见的花鸟鱼虫、江川湖泊、花卉建筑，

大到太阳月亮，小到蚂蚁和信封……

无需专业的美术背景知识，也能轻松读

懂画作背后隐藏的独特寓意。

●《祥瑞中国》
作者：杨信 杨惠泽仪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天安门

的石狮子、皇极门外的

九 龙 壁 、养 心 殿 的 甪

端 、大 通 桥 的 镇 水 兽

……这些代表吉祥如

意的神兽也是古都文

化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书中 160 余幅彩绘作

品，把北京中轴线及运

河水系代表性神兽的

真实现状还原出来，以

艺术的方式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希望唤起

更多人关注古都的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细微的

观察、细节的表现和细致的描绘，不仅体现出的是

作者对北京建筑及其历史文化的理解，更显示了

作者对北京深厚的情感，对北京建筑的喜爱，以及

对艺术追求的执着。

●《荧晖阁丛稿》
作者：张桂光 著；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
内容简介：《荧 晖 阁 丛

稿》（馆员文库）是广东古文

字学家、书法家张桂光的自

选集，为广东省政府文史馆

馆员文库之一。本书收录了

作者多年的学术著作与文学

作品，包括学术论文、书法

论文、杂论、杂记、书信、序

跋、诗词、楹联等。作者在古

汉语、古文字学、书法等领域

建树颇丰。此次将其作品集

结成书，既是对其学术思想、

书法理论的梳理汇总，也以多种形式展现了作者的文学造

诣。诚如陈永正先生在序中所说，张桂光先生“篆、隶、楷、

行、草众体兼擅”，纵观中国书坛并不多见，且在书论方面有

很好的阐释；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如何在传统继承基础上

实现守正创新、提高书法家的道德修养、肩负好书法家的社

会责任等方面都有独特意见。

●《中国剪纸动画史》
作者：李保传
内容简介：该书入选2022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年度课题。

剪纸动画是我国“美术

电影”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8 年试制成功，见证了 20
世纪中国动画的兴衰，与手绘

动画、偶动画等艺术形式，在

世界动画艺术之林构建了富

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学派”。

国内动画学术研究蓬勃发展，动画史论、理论研究不断

深入，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但迄今没有系统的剪制动

画专题研究。本书以剪纸动画发展重要历史事件、转折节点

为主线，对各个时期代表人物、作品、技法特色进行分析，以

图读史、以第一手史料为分析依据，再现剪纸动画发展历史

脉络的同时，展现中国动画发展历程。

●《书法原理讲稿》
作者：洪亮
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内容简介：《书法原

理讲稿》是以书法原理研

究为主旨，通过对书法本

体语言的笔法原理、字法

原理、章法原理和墨法原

理的研究，结合作者倡导

的“书法本体语言一体化

教学法”和“书法临创一

体化教学法”，试图推动

对传统书法的认知方式，并从以下四个方面的现代

转型的探索提供理论依据。即其一，从实用书写，

向艺用书写的转型。其二，从传统的写字教学，向

现代书法美育教学的转型。其三，从书写笔画，向

书写笔画与空间的转型。其四，从临摹碑帖，向用

书法原理理论的指导性与经典碑帖的经典性双向

验证的转型。总之，是促使我们传统的书法观念向

现代书法观念转型，从而提高我们的认知维度和人

古出新的能力。

●《潮绣》
作者：黄炎藩
内容简介：以历史流

变过程为线，按时间发展

为序介绍我国四大名绣之

一——粤绣中之潮绣的历

史和其针法、制作技艺、主

要品种、衍生品种、主要特

点及近代代表绣师等各种

情况。

该 书 细 述 了 潮 绣 一

千余年发展史，详尽收录

潮绣五大主要品种与五

大衍生品种、一百种针法和二十二位潮绣艺术的代表性

人物及相关行业机构的发展历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

权威性。

全书佐以四百多幅精美且高清晰度的潮绣作品图片，以

学术通俗化的呈现方式，系统梳理，保证了内容的可读性和

普及性，务求能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潮绣文化。

岭南美术出版社荐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荐书 中信出版社荐书

光明日报出版社荐书

●《中国金银器》（共五卷）

作者：扬之水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中国

金银器》是我国首部完

整展示金银器在工艺

美术领域流变的鸿篇

巨著，也是一部纸上的

人类生活史，囊括了先

秦至清的金银器皿与

金银首饰，着眼于造型

与纹饰，究心于美术和

工艺、审美与生活的关

系。全书依历史朝代和器物功用，于两千页篇幅

内，将金银器这一西风东渐之物在华夏之邦的落

地、嬗变、融合直至自生光华的过程，以真实可见的

图像影写一一作注。作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金

银器的系统性研究，图文互见，可说是其一贯追求的

研究方法与呈现形式，将沉睡于书典中的名目与往

昔埋于地下而今重见天日的器物或重建连结，或直

观再现，这也是名物研究的要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