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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来中国画之教育传承，多靠师生口传心授及粉本画稿摹写，缺少系统方法体系，其间难免有金针失
传之憾，如盛唐壁画彩塑制作及宋代工笔秘法，即失传多年。
古人习画最大困难为真迹难见，名师难觅，真传难得。
清康熙年间刻印出版了《芥子画园传》分山水、花鸟、草虫、人物等四集，介绍基本技法，分解层次
配以说，在物质条件落后，印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条分缕析，内容丰富，颇便于初学。
出版后极受欢迎，直至20世纪初尤是青年学画之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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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迎春，中国画研究院一级美术师、文化部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协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美协理事
。

    1972年 油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全国美展展出。

    1973年 国画《挖山不止》全国美展展出、联合国展出。

    1974年 油画《向毛主席汇报》全国美展展出
    1977年 国画《太行浩气传千古》全军建军五十周年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

    1980年 国画《黄河在咆哮》中央病态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展展出，并获叶浅予奖学金，中国美术馆收
藏。
赴香港、印度、明斯克展出、百年中国画展展出。

    1984年 国画《太行铁壁》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百年中国画展展出。

    1985年 连环画《小二黑结婚》获全国连坏画二等奖、第六届全国美展展出。

    1987年 中国云贵湾龙门画廊画展。

    1988年 国画《山娃》第一届国际水墨画展展出。

    1989年 《金色的梦》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赴日本、巴西展出。

    1991年 《慈母手中线》纪念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全国美展展出、赴英国展出。

    1992年 《薰风》第二届国际水墨画展展出。

    1993年 《喜盈门》全国中国展展出，世界妇女大会美展展出
    1994年 《圆梦》第八届全国美展展出，世界妇女大会美展展出。

    1999年 《肖像系列》全国肖像画展展出。

    2000年 《黄河在咆哮》、《喜盈门》世纪之门邀请展展出。

    2001年 《回娘家》、《农乐手》、《桑巴舞》赴巴西展出。

    2002年 《织墨》第三届深圳水墨画双年展——《都市水墨》展出。

    2003年 《金色的梦》、《太行铁壁》、《喜盈门》在世纪骨骨50位名家邀请展展出。

    出版有《王迎春速写集》、《王迎春画传》、《王迎春画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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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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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中国画艺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传承不断。
自东晋以来，画迹、理论彰显流传。
隋唐之际社会自乱而治，经济上升，文化交流活跃，宗教艺术、殿堂艺术带动人物画突飞猛进，山水
、花乌由微而著，鞍马、界画等科目齐全，名家辈出。
至五代北宋，绘画艺术已臻高峰，气象宏阔，文采焕然，朝野名家，彪炳史册。
文人画艺术滥觞久远，酝酿于宋，肇兴于元，明清之际达于高峰。
流派纷呈，大家迭起：青藤、白阳、陈洪绶、渐江、石羚、八大、石涛、龚贤等群峰并峙，金陵、新
安、娄东、虞山诸派交相辉映，堪称一时之盛。
文人画艺术自扬州画派之后呈衰退之势，原因大抵为墨守前人，脱离自然与人生，遂致渐失生气。
    近代中国兵连祸结，苦难深重，然而打破闭锁亦为中国画带来生机，百年来自困难中崛起走上复兴
之路。
在中西文化交流之影响及现代美术教育推进下，中国画蓄势待发，成就卓著。
尤其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画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是千载一时之良机，2 1世纪中华文化必将随国家整
体实力进入强国行列而更加光大于世。
推动中国画健康发展，保持其固有特色。
发扬其东方文化之优长，令世界葆有美好之文化生态平衡，应是我们努力之目标。
    历来中国画之教育传承，多靠师生口传心授及粉本画稿摹写，缺少系统方法体系，其间难免有金针
失传之憾，如盛唐壁画彩塑制作及宋代工笔秘法，即失传多年。
古人习画最大困难为真迹难见，名师难觅，真传难得。
清康熙年间刻印出版之《芥子园画传》分山水、花乌、草虫、人物等四集，介绍基本技法，分解层次
配以说明，在物质条件落后，印刷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条分缕析，内容丰富，颇便于初学。
出版后极受欢迎，直至20世纪初尤是青年学画之津梁。
    20世纪中国画教育在曲折中步入正规与系统化，在融合中西思想推动下，引入素描训练，注重写实
，造型能力提高较快，因之人物画创作获益最多。
此种教学法成功经验不应忽略。
新时期以来，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与日趋富裕的经济背景下，中国画与其负载之民族文化精神得到空前
重视。
经过多年经验总结，发现西式教育方法于传统中国画亦有不尽人意之处。
    相对于西画力求精准造型则中国画更重神似与意趣，重笔墨重书写，追求形式美感并形成一定之程
式表现风格及个人特色，在传统口传心授方法下，师门相循形成不同门派。
多年来对传统方法的轻视废弃造成中国画传统精神及风韵魅力的削弱乃至消失，实为憾事。
    有鉴于此，中国画界近年来呼吁重视在教学中根据中国画艺术特点有针对性有选择地发掘继承传统
教学方法，并开始付诸实践，如中国画学院校的成立，以及通过新式传媒手段记录传播中国画名家之
经验手法，以帮助中国画爱好者减少暗中寻索、无功误投，从而得到领略经验，了解程序，体会运笔
用墨方法，以收触类旁通，事半功倍之效。
    人民美术出版社曾于1957年重印出版《芥子园画传》，并于1978年再版，当有裨于自习传统中国画
之爱好者。
然而时过境迁，经百年之发展变化，中国画之面貌已有重大改观，其题材内涵、形式技法乃至笔墨意
境均较古人有所不同。
有感于新时期新形式之要求，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同仁苦心总结创新，大胆推出以《当代芥子园》为
主题之当代画坛名家技法经验集锦系列，对名家作画过程层层分解，详加介绍，并举作品实例以资佐
证参考，实为案头探秘，直取心法之举。
相信读者细心体味，灵苗独探，必收得珠之效。
是为序。
                                                           二○○二  时为壬午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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