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学人 !

!"#$ 年 % 퓂 &" 日!맋颉刚在家中"뾼古#!发现刘敦愿四年前一封学术

通信竟深藏柜中!살信请求恐怕漏读的另一文章$ %见"맋颉刚致刘敦愿书

信四封&!刘陶整理'힢释!发表于'컂故%之十()(

学科意义的美术史!!!在时

间" 뿕间和社会层面全面拓展

中国美术史的视野# 这是刘先

生关心的问题$

实际上# 这些和当时史学

的变化也是相表里$ 当然他也

有局限 # 他所使用的 %美术 &

'!"#$ %&'(( 的定义和分类过于

传统)뷱天我们认识到#%美术&

的概念是 )*"+, 世纪以后 #在

欧洲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

的# 在不同的文化中使用这类

概念#要有所批判)떫在那个时

候#他已经是非常前沿了)到了

)--. 쓪代#我们才比较全面地

看到西方关于中国早期艺术史

的研究# 才知道青铜器在他们

那里是一个核心问题# 像罗樾

'/%0 12$3&("헅光直 #这些学

者都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青铜

纹样)죕本也是如此)在他们那

里#这是一个系统#뛸这边刘先

生就做得很寂寞)

랽辉! 刘先生当时推荐给

我们 !文明与野蛮"!늮罗奔尼

撒战争史"#쏗海里斯的书是他

的真爱#已经翻烂了#书皮他自

己补了又补$

我们入校时# 年轻的老师

们都成长起来了# 刘先生上的

课并不多$他给我们讲的是%中

国考古学史&$在讲中国考古学

的来源时# 他还是从西方考古

学和艺术史的关系开始讲起

的# 죧对古典时代艺术品的整

理$ 实际上他是希望以西方的

艺术史作为参照# 붨立我们自

己 的 美 术 史 # 짵 至 考 古 学

史'((틲为这些都是在 %中国

考古学史&这门课程里讲的$这

门课有 45 课时#他从国外讲到

中国#再讲到青铜器#몺代以后

的内容就不再讲$

刘先生美术史的论文在

)-,. 年代初开始陆续发表$ 我

读研究生的时候已是 ,. 年代

中后期# 有幸见到过来拜访刘

先生的两位学者# 一位是杰西

卡)罗森*6$(("7% 8%9(2#+#还有

一位就是张光直,也就是说#那

时候他们已经关注到刘先生的

研究了$ 实际上像张光直的通

天说# 用的也是和刘先生一样

的文献# 只是大家用不同的理

论指导#뗃出不同的结论$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刘先生

的一项美术考古研究# 两城镇

玉锛上的兽面纹*餮+(((죧

果没有对青铜纹样的感受 #是

不会对玉器上的纹样这么敏感

的$ 刘先生当年在两城镇调查

时就注意到龙山陶片上的复杂

纹样# 认为它们和青铜器是可

以联系的# 他很自然地认为这

件玉器是龙山来的$ 떫这篇文

章当时投给 !考古" 杂志的时

候#!考古" 给压成了一个豆腐

块儿#틲为那是一件征集品#냑

它断为史前文化确实冒有风

险# 쯹以最后只是以一个考古

简讯的形式出现# 大概有一百

字**볇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

石器#!'뾼古)!"(& 年第 ) 期+$

횣岩! 这篇文章后来是国

内外引用率最高的) 其实乾隆

收藏有这类带饕餮纹样的玉锛

'也有人叫它玉圭(# 떫是乾隆

是把它定到西周的) 刘先生将

它定在史前) 后来一批流散在

世界各地有同样风格的纹样的

玉器都参照刘先生报道的这件

玉锛重新断代# 将它们归到龙

山时代)

这件玉器重要性在哪里

呢* 我们一说商周青铜器的纹

样#最重要的就是饕餮纹)那么

这种纹样的源头在哪里* 我们

过去是不知道的# 刘先生推进

了对这一纹样起源的认识)

实际上# 刘先生讨论了商

代和西周十余种青铜纹样母

题+뷡合田野工作#在史前文化

追溯其源头+ 춨过战国画像铜

器的研究#첽求其转变与影响+

用多个学科的知识与方法 #듓

多种维度全面发掘了青铜艺术

的价值)

我昨天还在读他对兽面纹

'饕餮 (的讨论 #他说对称的兽

面纹可以剖分为二# 合二又可

为一#其中应该有哲理#可能表

现的是万物对立统一的关系 )

他说# 틵阳五行的学说专门成

学是在战国以后# 떫应该早有

萌芽) 这种观念#先于理论#在

艺术上表达出来) 还有像他写

鸱鸮的那篇文章 #那么早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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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愿绘制的鹰师%ퟳ(뫍竹编纹

!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及

人面纹样+ *+&,퇲!-+),얣!$,쇺!

.,뮢!(,승!/,人面

!뫓南偃师

二里头遗址

出土的绿松

石镶嵌铜牌

兽面%餮(纹样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应用

广泛$ ,죧果我们更向前探索!这种纹样在原始艺

术品中已屡有发现$ &刘敦愿认为!즽东日照两城

镇出土的这件玉锛%폒图(!헽反两面的纹样虽然

,艺术造型方面的变化太大!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

动物!떫双目部分却十分突出!应是兽面纹样&$뛸

两城镇文化的年代与夏代相当$늢且!듓工艺上推

断!퓧期可能是绘制或雕刻于陶器-쒾器!틗于着

手!쇷行之后!닅移植到玉这类坚致珍贵物质上+

"틲此可以设想!这件玉锛上所见的兽面!还不是

最原始的形式!웤起源可能还要提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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