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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本課程旨在精讀中國古代重要繪畫史與繪畫理論的典籍，及討論其中所牽

涉的相關問題，包括繪畫功能、畫家風格、作品收藏、品評標準、美學價值觀念的

流變、以及繪畫史學的發展等等多方面的議題，目的在增進對古代繪畫發展史實

的了解。閱讀對象包括原典、及近現代中外學者以中、英、日文所寫的研究論著。

本學期閱讀與討論對象暫專注於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847)與宋代郭若虛

《圖畫見聞誌》(1085)二書上。

課程進度
一、 研究方法

二、 書目討論

三、 歷代名畫記

四、 歷代名畫記

五、 歷代名畫記

六、 歷代名畫記

七、 歷代名畫記

八、 歷代名畫記

九、 圖畫見聞誌

十、 圖畫見聞誌

十一、圖畫見聞誌

十二、圖畫見聞誌

十三、圖畫見聞誌

十四、圖畫見聞誌

十五、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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