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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现代中国画教育史》研究的对象属于教育范畴，因此对教育观念与方式的关注便成为研究的
基本立足点。
也只有厘清不同时期的教育观念，分析其优劣高低、成败得失，才能真正廓清中国画教育现代演进的
历程，从而构筑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教育现代性模式。
而教育观念的形成与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与观念密切相关，因为教育价值贴合于文化价值的选择正进
行着现代观念的演变，文化价值的选择正影响着教育价值的选择，教育价值取向随着文化选择的转换
而转换。
另一方面，这一特殊教育的教学内容又为中国画，其本身又是文化观念最直接的形态显现。
所以，《近现代中国画教育史》的研究将从“文化学”的视角展开探讨，通过对不同教育模式呈现出
的不同特征的分析，破解其文化选择的社会、人为因素，对比当时的社会实际，分析在不同性质文化
互动中不同的处理方式，从而看出中国画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最后作出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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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平，男，1965年6月出生，安徽芜湖人。
1991年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获硕士学位。
1999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艺术史博士学位。
2004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出站博士后。
现为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视觉艺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研究》
执行主编等。
研究方向为艺术史与艺术教育。
　　主要成果有专著《林风眠》（1999）、《学校美术教育方法研究》（2002）、《皇家赞助与文化
认同：南宋院体山水画风成因研究》（2004）、《美术教育学》（2006）、《返本开新——艺术史、
艺术批评与艺术教育论集》（2006）等10部。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各一项。
获第三届全国美术教育论文评比一等奖（2001）、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2）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2005）、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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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世纪中国文化特征与中国画观念的不同选择　　第三节 重要美术教育家不同中国画观念
的呈现　　20世纪中国画教育模式的形成，与这一时期一些代表性的美术教育家对中国画观念的选择
直接有关。
所以，本节将选取后文中要论及的中国画教育家，看看他们有怎样的中国画观念。
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观念相对接近的放在一起，并比较相近中的相异性。
　　第一，金城与潘天寿　　金城1878年出生，潘天寿则生于1897年，相差近20岁。
在年龄上他们可算作是两代人，但在“中国画”这一方阵地上，这一前一后两位“大师级”人物，共
同守护着传统，前者偏于晋唐宋元，后者立足于文人画传统而努力实现现代性演进。
　　金城成长的年代，处于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时期。
显然金城的早期教育“中学”、“西学”已趋于对称，但“中体西用”仍是主流，故偏于“传统”的
观念十分盛行。
1902年，金城24岁便赴欧留学，入英国铿司大学专攻法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与法律相关的政府工
作。
金城一生主要工作似与中国画没有任何联系，他之所以热衷于中国画，与其少时对丹青的雅好十分有
关。
金城竭力推崇传统，也致力于传统中国画的发展与演进。
也许是他政府要员身份之故，并又得大总统徐世昌的鼎力支持，他创办了他乐于从事的“中国画学研
究会”，网罗京城中国画名家，共同探讨中国画创作，奖掖后学，影响极大，故有民初北京画坛“领
袖”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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