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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封建社会时期的美术对比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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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两千余年历史，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只一千余年历史。中国封建社会的美术体现出多文
化、多民族融合的特点，它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主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脉络和不竭源泉。中世纪美术对西方建筑美

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种融合多种文化源流的宗教艺术，它为近代欧洲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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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两千余年历史，一般被认为是从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战国群雄割据开始到

１９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结束。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美术受

到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和与人为

善的佛教思想影响，一方面表现了统治者教化人伦的主

旨思想，另一方面表现了文人清高脱俗的气质。中国封

建社会美术异彩纷呈，而山水画是其主要的成就。

相比之下，西方的封建社会只一千余年历史，文艺复

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认为５世纪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

化结束到１５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之间的一千年是欧

洲文明被中断的黑暗时期，故被称作“中世纪”，后来西方

的学者基本延续了这一称谓。中世纪美术受基督教禁欲

主义思想的影响，一般不表现世俗的题材，这种美术排斥

古希腊古罗马美术中逼真写实的传统，强调表现氛围和

精神世界，采用夸张、变形的象征手法，对表现的对象往

往概念化和符号化。中世纪西方美术有着强烈的表现力

和装饰的风尚，宗教美术无疑是其主要的成就。

１　中西方封建社会较早时期的美术比较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较早时期。公元前２２１年，秦

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后经过

４００余年的刘汉政权统治，逐渐形成了纯朴的民族美术风

格。秦朝大规模兴建宫殿和陵墓，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其

恢弘壮观的场面再现了一个地下的封建王朝。汉朝的封

建统治者重视美术的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功能，大量保

存至今的地下陵墓充分说明了墓葬文化的兴盛，墓室壁

画、雕刻，特别是画像石、画像砖更是突出了美术的服务

性。总体来说，秦汉美术体现出质朴大气的共同特点，是

一股浓烈的本土民族美术风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

国历史上从上古向中古的过渡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新

旧交替，南北互动，中西交通，呈现出一派纷争跌宕、波澜

壮阔的景象。”［１］６５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

争，本土文化的发展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玄学的流

行、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西域文化、北方民族与

中原文化的融合。中外、南北文化交流频繁，佛教信仰日

趋普及，开窟造像之风盛行，寺庙佛塔林立，美术面貌一

改秦汉习气为之大变。这时的雕塑和绘画明显受到印度

和西域画风的影响，人物画和书法艺术体现出“尚韵”精

神，出现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一

大批美术大家。特别是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发展了

中国传统线描艺术形式。谢赫在论著《画品》中明确了美

术的“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功能，奠定了

中国封建社会美术两千年的“教化人伦”思想［２］。

西方封建社会的较早时期是５世纪至１０世纪，公元

４７６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欧洲结束奴隶制度进入了

封建社会的大门。早期的基督教处于非法被打击的地

位，美术活动只能在地下墓室进行，而且基本上借用了古

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美术特征，但专业性和技巧明显不足；

直到公元３１３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

基督教合法，并宣布其为国教，基督教迅速成为统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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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基督教迅速发展，教堂文化应

运而生，最早的教堂被称为“巴西里卡”，是在公共建筑的

基础上改造的，保持着古罗马建筑的特色和风格。“公元

５世纪，来自北方的日耳曼人、汪达尔人等游牧民族，这些

民族被称为‘蛮族’，他们大规模迁徙到罗马帝国的核心

地区，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３］４９他们的入侵从

另一面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继承了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光

荣，同时也确立了“蛮族”艺术在欧洲的地位，为欧洲文化

艺术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

庭帝国富庶的经济为宗教美术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教

堂建筑采用了堡垒式的风格，内部采用地方特有的镶嵌

画来装饰圣像，宗教美术使拜占庭成为东方艺术与西欧

艺术之间的纽带。公元７６７年开始，拜占庭帝国开始了一

场持续了１１３年的反偶像运动，使其统治地区古希腊罗马

艺术遗产损失殆尽，只有在“蛮族”占领区古典艺术才得

以保存。可以说，８世纪晚期至９世纪是西方中世纪美术

从早期向盛期的过渡期，当时的北方“蛮族”已经成为欧

洲的霸主，法兰克国王查里曼很快统一西欧建立了强大

的加洛林王朝，他加强了对古典文化的推崇和发掘，在中

世纪出现了短暂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奠定了中世纪欧

洲各种文化融合的基础，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蛮族”

的文化被综合起来，形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特点和基督

教文化的西方化，从而延续了欧洲文化的生命。

２　中西方封建社会兴盛时期的美术比较
隋唐五代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兴盛时期。唐代的美

术表现出强烈的外向型美术特征，中原和西域各民族美

术的大融合，对当时的亚洲甚至欧洲，特别是日本文化的

影响深远。宋代美术又体现出内敛的倾向，整体趋于保

守，但内在的生命力呈现出独有的光芒。隋代在南北朝

各民族美术融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的特色，在人物

描画上，男子的“丽组长缨，得威仪之椿节”，女子的“柔姿

绰态，尽幽闲之雅容”［４］，这时出现的青绿山水表现出明

媚的自然风景。唐代的中国社会步入盛世，文化思想特

别活跃。民族大融合，中西交流频繁的局面造就了中国

美术的大发展，体现出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大国风度。

绘画领域得到完善和扩展，人物、山水、花鸟渐趋独立。

人物线描成为万世楷模，仕女丰韵多姿，花鸟画生动逼

真，山水画初步体现出文人的情怀。色彩艳丽、壮观宏大

的彩塑壁画散发出浓郁的世俗气息，形质俱佳、造型大气

的陵墓雕刻宣示着那个时代的辉煌。五代绘画为美术过

渡到宋元架起了桥梁。山水画出现南北不同风格，花鸟

画也体现出富贵与野逸的不同趣味。宋代结束五代纷乱

割据的局面，统治者积极推崇“文治”，造成了重文轻武的

社会风尚。皇家画院创设，文人士大夫介入绘画，民间绘

画和版画艺术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绘画的大

发展，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绘画题材内容逐渐

扩大，强调师法造化。山水画形式和意境相容，花鸟画工

整和写意兼备。公元１２７９年元军南侵，南宋灭亡，历史进

入元代。元代美术文人画占据主流，山水画最为风行，强

调笔墨的演绎，注重画家自身修养。元代统治者对宗教

采取保护政策，宗教壁画、工艺美术得到充分展示。

１１～１４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１１世纪诞

生的罗马式美术是欧洲内部和周边文化的第一次大融

合，包括了早期基督教美术、古希腊古罗马古典美术、拜

占庭美术、蛮族美术，通过对不同地域和内容的欧洲本土

化，使之真正成为中世纪风格的美术。“罗马式美术主要

是宗教性的艺术，它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的，表现了当时浓

厚的宗教性。”［５］１３９１２世纪下半期，罗马式美术趋于衰落，

兴起于法国的哥特式美术迅速发展，后来风靡整个欧洲，

成为欧洲中世纪美术的高峰。１２～１３世纪，十字军东征

打通了西方与东方的贸易通道，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城市

的兴起，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大教堂的发展，而教堂则是哥

特式美术的载体。直冲云霄的动势和宏大壮观的场面烘

托出空绝尘寰的宗教思想。以宗教题材为主体的绘画也

是以教堂为中心的，彩色玻璃画、手抄本插图和意大利的

湿壁画是渲染宗教情感不可或缺的辅助。这时期的哥特

式美术跟中国唐代美术一样表现出强烈的外向型美术特

征，也是一种民族艺术的大融合，对当时的欧洲，特别是

西欧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哥特式教堂在全世界的基督

教区还是比比皆是。哥特式教堂就像一个卧地的巨大十

字架，外部高大的建筑巍峨耸立，火焰般的尖形拱券直插

云霄，内部肃穆的神像雕塑震撼人心，诡秘的彩色玻璃窗

映衬着世外的光辉，充分显示出宗教的力量和权威。

３　中西方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美术比较
明清是中西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明代社会变革急

剧，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为了稳定

社会秩序和巩固政权，大力提倡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抑

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画风总体趋向摹古，有创造性的不

多。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对绘画艺术影响至为深远，画

派林立。壁画出现颓势，版画异军突起。版画艺术对美

术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同时加剧了因陈相习

的美术技法。清代的统治者为了统治汉人，在采取如文

字狱等高压统治手腕的同时，也采用了一系列缓和民族

矛盾的举措，促进了民族美术的融合。但是，统治者过于

强调正统和经典，绘画摹古之风愈演愈烈。以“扬州八

怪”为代表的画家推陈出新，同时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洋

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也留下了西画的印象。

１４～１５世纪是西欧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商业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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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城市迅速崛起，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手工业的发

展和人口的集中使意大利的城市出现了新的资本家与大

量的市民阶层，这些新的群体对中世纪的森严残酷统治

不满，禁欲的神学思想禁锢了人们的欲望，长期压抑的情

绪开始得到释放，从而带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德国的

手抄本书籍中出现了骑士恋爱的题材，意大利佛罗伦萨

画派的宗教题材作品表现出真实的自然场景和现实的空

间，皮萨诺、奇马布埃、杜乔直至乔托等画家的努力，终于

揭开了文艺复兴的美术序幕。

４　结　语
中国封建社会美术因为历史战乱和自然损失，地面

以上的美术作品保存很少，现在面世的作品很多都是地

下考古挖掘而来，基本上呈现出地下陵墓文化特征。西

方中世纪美术是以地上教堂为主体的美术，虽然也有相

当程度的历史和自然破坏，但整体保存完好，基本上呈现

出宗教文化特征。不论是中国的陵墓文化还是西方的宗

教文化，两者都和生死、信仰有关，这点是中西方封建社

会时期值得关注的共同点之一。而且中国自三国两晋以

来的封建社会都有提倡佛教的举措，至今仍有大量的宗

教美术文物，宗教文化和西方一样非常兴盛，宗教在各自

的社会和美术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西方封建社

会及其美术的开端与发展都与宗教有关，中国是道教和

儒家的兴起，而西方是基督教的传播。各自进入盛期也

都与宗教有必然联系，中西方的宗教传入与普及对民族

文化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同的是宗教在中

西方封建统治政权中扮演的角色差异。西方政教合一，

宗教在政治生活中起很大的作用，教皇的权力凌驾于各

国君主之上，甚至连国王的任命都是教会授予，是一种宗

教一统天下、全方位的宗教景观艺术，最高和最大的建筑

物往往是教堂，也往往是城市的中心；而中国是高度的中

央集权政治，君权高于神权，有道、佛和主题文化儒家的

多宗教互补和结合，最好和最大的建筑物也往往是皇宫

和府院。不同点还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疆域基本处于

统一的状态，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导致美术形态的

发展也是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欧洲封建社会的疆域则长

时期处于分裂状态，社会发展有时衰落有时稳定，从而美

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变的特征。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美术体现出多文化、多民族融

合的特点，它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主线，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脉络和不竭源泉。作为西方文化代表之一的中世纪

美术，它对西方建筑美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一种融合多种文化源流的宗教艺术，它为近代欧洲

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影响了西方现代主义

美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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