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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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照与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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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先生是我国当代颇有建树的美术史家和美术理论家之一，其研究涉及夏商周美术、中国雕塑
史、现代中国画研究等多个领域。
他治学踏实严谨，注重从不同学术领域的开拓者那里学习专业知识、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运用到自
己的研究中来，丰富了其美术史研究视角和方法。
在做美术史研究的同时，他身兼重要刊物的主编，在古与今的各种不同领域里穿梭往还，面对纷繁芜
杂的艺术现象与艺术问题做出思考，判断与分析。
他做个案研究，注重将艺术家所处的时代，文化圈、文化背景与艺术家个人的纵向活动相结合，把握
画家创作道路发展的脉络，找出其在美术发展上的定位，对重点画家的个案研究更注重对其所涉及的
画家集群的研究，把握其间的多种内在联系，为当代美术史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对大型百科辞书、美术全集类、美术史类的编写，更使其建立了宏观的史学视野，增强了其对于美术
史研究中的“小”问题的洞察力。
《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李松卷）》精选李松先生数十年来撰写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内容包括
中国画的世纪发展、地域流派的画家集群，新世纪的绘画变革、个案研究、民间优秀艺术成果、美术
馆的建设及出版对艺术的促进等方面，体现了其理论与美术史学研究的治学思想与美术史观。
其著述文章对我国美术史学科的建设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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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松，原名李松涛，1932年1月生于天津杨柳青。
1957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和中国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原任《美术》《中国美术》两刊物副主编、主编，编审。
炎黄艺术馆副馆长。
曾担任《中国美术史》夏商周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雕塑分支主编、第2版美术学科副主编、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人物卷主编、《齐白石全集》第7、9两卷主编等。
现为《中华大典·艺术典》副主编。
著有《20世纪画家研究丛书·李可染》、《李家山水》、《土木金石——传统人文环境中的中国雕塑
》、《世界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先秦至两汉卷、《中国青铜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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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自序 一世纪回望 中国画发展一世纪 20世纪的人物画 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 忧患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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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沟》 令人生敬的伟构 王树村和《中国年画史》 六展览出版 画以馆重馆以画重 圆世纪之梦 跨世纪
的美术出版工程 军功章的一半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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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工笔画家不断从古代传统绘画遗存中吸收营养，也从对日本画的参照中发现这种古
老的绘画样式中包含着可以借用的现代艺术因素。
藏族画家仁真朗加、尼玛泽仁等人借鉴佛教艺术唐卡的绘画技法，创作了史诗画《岭·格萨尔王》和
许多反映现实题材内容的画幅；蒙古族画家思沁兼用重彩和水墨创作了《蒙古秘史》中历史人物的肖
像组画；冯远的巨帧《屈赋辞意》和《赢改称帝》，赋予白描以前所未有的分量和力度；何家英创作
了《十九秋》《酸葡萄》《秋冥》《桑露》等一系列表现知识型少女类型的工笔人物作品，在形象塑
造、用笔、敷色上，准确地把握住雅与俗的结合与区分之分寸感，形成独具面貌的艺术风格。
 新文人画是一个不很确切的概念，作者也是不很确定的画家群，其主要成员是南京地区的一些中青年
画家，而参加其展览活动的地域范围则宽广得多。
但也有些更具文人气质的画家不在这个圈子之内。
新文人画从明清文人画和民间绘画中寻找借鉴。
他们的作品重情趣、重书卷气，或以仙佛禅道为题材，追求一种娴雅的、超脱的、哲理性或诗化的表
现，在细腻的情感抒发中拓宽着审美领域。
但也有些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或颓废、或偏于色情表现的作品，每引起社会的批评，认为是一种畸
形的艺术现象。
 具有前卫特色的现代水墨、彩墨人物画，作者为京津、江浙、广州等地区的一些中青年画家。
他们在创作中以对传统和现代生活的不同切入点，追求表现性，致力于现代构成、抽象化、符号化的
实验。
其未来意义引起部分中青年评论家和报刊的关注，在90年代中期曾多次配合展览举行学术研讨活动。
 1989年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展，在创作取向上显示了与已往的同类美展明星的不同。
一大批新人涌入画坛，创作心态比较自由，风格样式多样。
获金质奖的人物画作品邢庆仁《玫瑰色回忆》表现革命题材时由于缺少早先同类作品那种英雄色彩而
引起争议，批评者认为它反映了一种“革命历史的失落感和现代流派的失落感”混合的情绪。
这届美展重要的人物画作品还有方增先《母亲》、李弗莘《海角》、王玉珏《冉冉》、周京新《扬州
八怪》、施大畏《归途西路军妇女团纪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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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李松卷》集中展示批评家们对中国现当代美术的不同的关照与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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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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