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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编著的《2012年全国高等学校建筑与环境设计专业教师美术研究论文集》收录了全
国建筑与环境设计专业教师们的学术论文，内容涵盖了教师们美术和设计教学研究的成果，美术创作
技法的揣摩，艺术理论探究的结晶和艺术设计的心得。
林林总总，丰富多彩，阅后亦颇有收获。
展示了全国建筑和环境设计专业教师们近年来的研究和创作的成果，体现了教师们的艺术素养和专业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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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何谓“新浙派” “新浙派”一词首先是业内人士对浙江人物画家群的称呼。
以周昌谷和方增先为代表的写实中国水墨画派，特点是在人物画中吸收了传统的花乌笔法，用花鸟画
技法画衣纹，主要是吸收一些海派花乌技法。
这一称呼被人们普遍认可，后来业内人士对新浙派有了新的认识，并有了各自的理解与解释。
 陈梦麟在文章《浙派渊源及新浙派的崛起》（2005—12—20）串这样解释“新浙派”：1928年国立艺
术院创立（后改名国立杭州艺专），林风眠为首任院长，潘天寿为国画主任教授。
1929年春，合并中国画、西画两系为绘画系。
1950年，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术学院。
可以说，经过了三十年的痛苦孕育，学院在学术上、人才上、体制上都积累了雄厚的条件，只待到外
界的东风一吹（这个“东风”就是当时政府号召，权力支持），一个中国美术史上的世纪婴儿便呱呱
落地了，这就是‘新浙派”。
 徐建融、周岳平在《新浙派的行情走势》中所谓的“新渐派”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来活跃在以杭州
为中心的浙江画坛上的三代画家，第一代以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李震坚等为代表，第二代以方
增先、卢坤峰、吴山明、刘国辉、童中焘、何水法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陈向迅、林海钟、张伟民、宋
柏松、张伟平等为代表。
 陈传席在《天付劲豪，制用有法》中评林海钟作品时是这样说的：“历史上的浙派以戴进为首，戴进
是浙江杭州人，他所创造的独特画风（虽然取法于南宋院体）影响一大批人。
其后的吴小仙、张路、汪肇、蒋三松、郑林等人都不是浙江人，但画风连续戴进，故也称浙派⋯⋯黄
宾虹、潘天寿等虽然都十分出色，但他们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因素，故无人称他们为“浙派”，硬叫他
们为浙派，也没有道理。
继明代的戴进之后，第二代浙派应为方增先、周昌谷等以及后继者。
第三代浙派画家都是山水、人物、花鸟全能的，但有人以山水为主，有人以人物为主，有人以花鸟为
主。
他们超越了第二代浙派，向传统回归，但又绝不重复传统。
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吸收了第二代浙派的某些长处，甚至也吸收了西方绘画的一些特点，但只是
吸收，而不是生搬，且最终全都化了，化为己有了”。
 对以上各家的观点，我们进行分析：对陈孟琳的表述有两点异议，其一，陈孟琳把杭州国立艺专（也
就是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教学体系形成和完善错误地当成“新浙派”的诞生，概念不同；其二，一
个画派应该有其共性才能成为一派，陈的文章中没有把其共性的东西讲清楚。
或者说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发展史。
徐建融说的很笼统，虽然涵盖了老中青各个年龄段的画家，但只讲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杭州的画家，对
绘画的特点、师承都没有进行分析，说得过于简单。
后来的论述是从市场的角度，没有把浙派的成因讲出来。
陈传席的说法比较合理，他把继明代之后的方增先、周昌谷等人物画家，称为第二代浙派，把林海钟
称为第三代浙派。
而潘天寿、黄宾虹虽然都是大师，但它们之间没有共性因素，所以把他们称为浙派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的“新浙派”有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活动在杭州一带的人物画家用中国传统的
花鸟画技法融入写实人物画中，把西方素描与中国画的技法结合在一起的浙江人物画家，主要代表人
物是周昌谷和方增先，而改革开放时期又形成了山水、花乌、人物兼善并各有主攻方向的中青年画家
，特点重视传统，又各有面貌，从临摹入手，突出写生，这一批画家大部分是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或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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