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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术事业的繁荣、美术家们在观念上的突破和在实践中的开拓性探索，是与
美术批评家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批评家在艺术史上的作用人所共知，毋须赘言。
在当今中国美术领域，批评家们的表现是积极、有为的，他们在关注当代中国美术发展、发表批评意
见时，力求借鉴美术史的经验和艺术的普遍原理，从学术层面提出一些问题，引起美术界同行者的关
注与讨论，不仅活跃了美术界的学术气氛，而且对美术创作的走向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国当代许多美术批评家一般都是在美术史和理论领域某个方面有研究的专家，这在他们的批评文章
中有鲜明的反映。
　　美术批评和美术创作一样，需要有探索精神。
探索的过程是艰苦的，探索的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同样充满艰辛，并带有冒险性。
正是因为包括美术批评在内的一切探索具有这一特点，它对从事探索的人是一种乐趣，并对社会大众
产生吸引力和刺激力，从而对他们有所启发，引起他们进一步的思考。
美术批评家们发表的见解，要受客观的检验，受历史的鉴定。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批评文章又都是被批评的对象。
回过头来看批评家发表在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的文章，事过境迁，有的也许已无现实意义，但倘若它们
在当时曾经在艺坛引起一些关注和争论，在今天还是有价值可言的，价值主要在于批评家对现实问题
的敏感回应，在于探索真理的精神，还有分析问题的方法。
小至美术界，大至整个社会，人们的思想应该是自由、活泼的。
文化最怕“万马齐喑”或人云亦云，艺术最忌千篇一律或因循守旧。
美术批评家们的不同学术见解，反映出美术界活跃的学术气氛，也反映出我们时代的开明和进步，表
明我们社会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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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批评家在艺术史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美术的现代进程中，活跃在当今艺坛的批评家，关注着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发表批评意见，
同时力求借鉴美术史的经验和艺术的普遍原理，从学术层面提出问题，引起美术界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对美术创作的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丛集结的10位批评家都是在美术史和理论领域某个方面有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学术出身、理论体
系、研究方向、关注的侧重点，采用的方法论均不相同，但是他们共同关注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本文
丛集中展示批评家们对中国现当代美术的不同的观照与思考，是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从不同角度的梳
理与总结，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的清晰脉络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争论，探索与开拓。
    郎绍君先生是科班美术史论出身，主妻从事近现代美术的研究。
他在80年代的美术批评，侧重对20世纪美术历史的思考，强调思想的卉放、艺术的民主，清理被扭曲
的历史，同时提出“传统的再发现”重新认识传统文化艺术的价值，使它成为现代中国艺术最深厚的
资源。
这时期的代表著作是《论中国现代美术》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撰写的诸多条目。
“89”后，他集中于20世纪中国画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著有《齐白石》《林风眠》《现代中国画论集
》《守护与拓进》《城市梦魇》等。
他重视做画家个案，关注被遮蔽被遗忘的艺术家和艺术现象，努力做“去蔽”和重新发现的工作。
面对“全球化二虑潮和西方大众文化强势涌入，他出于本土文化被”他化”的担忧，更多地强调对传
统艺术价值的认知，强调本土艺术的独立性；在方法上，他重视宏观把握与个别把握的结合，强调在
细致考察求证的基础上作尽可能客观的评述，以问题统领方法，避免生搬硬套，因方法伤问题，他还
始终看重作品的研究，强调鉴别作品真伪优劣能力的重要性。
本文集收入的论文(包括摘选专著的章节)，集中反映了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画问题的思考与主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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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绍君，1939年生，河北定州人。

  　196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史论专业并留校任教，198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并留院做研究工作
。

  　现为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著有《论现代中国美术》《现代中国画论集》《都市梦魇》《林风眠》《守护与拓进》《齐白石
》等。

 　 主编有《齐白石全集》《陆俨少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山水卷》等。

  　其中《齐白石全集》获中国图书奖，《齐白石》获文化部首届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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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墨乃由传统水墨画工具材料特性所规定，在长时期的技巧训练中形成的造型、写意、表趣方式
和手段，是唯中国画才有的形式语言。
毛笔、水墨依照一定程式在纸、绢、壁上作画时产生的点、线、面、团、叠加、渗透、摩擦、转折，
行笔疾徐、轻重、粗细，用墨运水多少所产生的光涩、枯润、曲直、方圆、厚薄、齐乱种种效果，这
些效果引出的刚柔、道媚、老嫩、苍秀、生熟、巧拙、雅俗种种感受，画家内在世界、外在操作与这
些效果感受的诸种关联，以及人们在创作、欣赏过程中形成的对它们的感知方式与习惯，都凝结在笔
墨二字之中。
笔墨是程式性的，但程式的固化会使它丧失生命力；笔墨是技巧，但止于技便不能进乎道；笔墨具有
一定的文化精神意义（情致、趣味、文化个性），积淀着民族意识心理传统，截断它的历史而把它“
还原为纯材料”，就失去了它的文化气质与性格。
笔墨问题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还因为人们将肌理混同于笔墨，把笔墨转化为毫无难度、依靠制作性
偶然效果的机械性手艺。
在中国画多样化的今天，讲究笔墨可以，不讲究笔墨也可以，用笔墨标准衡量无笔墨画或以非笔墨标
准衡量笔墨画都是自找麻烦。
非笔墨论者可以视笔墨为“零”，但以之衡量一切水墨画，便把自己置于否定传统绘画的文化虚无主
义之境了。
　　笔墨成为“问题”，还因为人们经常分不清笔墨的有无与高下。
有一定笔墨功力不等于笔墨的高超与优秀。
它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分，而高下优劣，是有传统共识的。
这种共识反映了国人对水墨艺术深层的认识和审美要求。
一些人从未谙熟笔墨之道，却必欲骂倒、否弃而后快，不过是狂妄加无知而已。
笔墨作为中国画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对笔墨的理解认知方面，在如何处理它与新的描绘对象的关
系，如何处理与造型（如写实造型、抽象造型）、色彩的关系，如何创造新的笔墨程式与风格，如何
提高笔墨的格调与趣味，以及怎样理解笔墨的有限性、现代性，笔墨欣赏与创造中的精英化与大众化
，笔墨的完满性及其超越的可能性与途径等等。
这些，都将继续成为新世纪水墨画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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