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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反思性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海内外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内地美术
界主要从史学的角度对代表性画家和主要流派作偏重于史料梳理的研究，台湾的研究侧重于20世纪30
年代的早期油画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对此项研究兴趣日增，尤其关注“85美术新潮”及以后的艺术探索。
这些研究已经为当下的思考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史实基础。
但与此同时，其中亦存在着一大共同的疑惑和误区：在对“现代性”的判定上还没有眺出“现代即西
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
其缺憾在于将中国的现代美术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在中国的推演，而将中国20世纪美术的主体部
分一传统演进、中西融合和大众美术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形态，排除在“现代性”之外，使20世纪中国
美术无法在世界美术史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恰当的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术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诸如美术“现代性”的含义究竟是什
么，什么是中国的现代美术，如何辨析和界定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画发展演进的现
代形态，这种转型以什么为标志，大众美术在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尽管不
断有“全盘西化”的思潮涌动，但在中国的可行性却又如何，“中西融合”的不同样式背后的社会指
向如何，如何从本体论的角度来为这些样式定位，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前卫艺术及其在中国现代美术
中的位置，中国现代美术在当今全球化境遇中的未来可能性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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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反思性研究已经为当下的思考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史学基础。
但与此同时在对“现代性”的判定上还没有跳出“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
其缺憾在于将中国的现代美术等同于西方现代美术在中国的推演，而将中国20世纪美术的主题部分：
传统演进、中西融合和大众美术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形态排除在“现代性”之外，使20世纪中国美术无
法在世界美术史中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恰当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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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但是当我们来追问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或者主要思考的，就是这样一种与现
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关的美术现代性问题。
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点上我们才能脱离、消解那种以西方现代主义作为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唯一参照
，或者说单一叙事式的模式。
如前所述，潘公凯主持的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课题的成果，已在一定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
认为形成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混杂性和多重性（如“四大主义”）的原因和根源，仍然是对中国现代民
族国家的想象和建构。
必须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
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西方学者认为，从世界史和世界范围的角度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经
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西方的内部，主要地域在西欧。
它经历了一个从以上帝的名义统一起来的欧洲共同体，向现代世俗的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的转换过程
，并且随着欧洲各现代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它们也成了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推动者和始作
俑者。
这是因为在西欧发展起来的世俗国家的力量，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使其迅速成为力量强大
的帝国主义，由此开始了它们海外扩张殖民的历史。
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与帝国主义向外扩张殖民的过程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正是导致第二
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开始的原因。
美国，这个受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国家，在对殖民者的反抗过程中获得了独立，使其从非独立的殖民
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并且从我们的观点看，美国也因此成为继欧洲各帝国主义之后的新帝
国主义，并且也成为后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
美国的独立，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以来，被西方列强侵略、统治的各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所进
行的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
中国正是在第三阶段开始建构自己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苦历程的。
事实上，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充满了血与火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一遍及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新的现
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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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带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近现代中国美术史，重点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
在我看来，博士生教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训练学生直面事实与史料，找准问题，探讨切入点与
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梳理和论证中修改前人的成说或建构起自己的阐释框架。
这一教学要求，最好是在师生共同参与一个较大型的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来完成。
于是。
我从1999年开始将我自己想做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设想向孔令伟、高天民、惠兰、李超四位
博士生做了阐释，请博士班共同参与，组成了课题组，并于2000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正式立项。
近现代中国的变革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极大的不同，为了说清楚中国问题，不得不在相当程度
上搁置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与此同时，为了进入“论说”的国际化语境，又不得不借助于以西方
为主导的当代知识学平台。
这个障论，是从我开始思考这个课题时就遇到的难点，也是贯穿整个课题研究过程的最大困惑。
以至于“自觉与四大主义”这一框架在我的博士生班上都不太容易被接受，越是对西方美术史方法论
学得深入到位的，就越难以充分认同。
所以，课题组内部的讨论就费时很多。
我的工作调到北京后，又有博士生中的宋晓霞、曹庆晖、郑涛参与到课题组的工作中。
而后，还有博士后周瑾、孔令伟和博士生于洋参与了统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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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主义"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自觉”作为标识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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