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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素描就是素描，它就这么简单，所以它这么重要。
这本有关素描的大书，是《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大展的文献集。
此展的目的并非为推动学院素描问题的继续争论，从某种角度讲，是意在停止那种带有思维惯性和政
治情绪化而又属于风格层面的讨论，从而以客观的、学术的态度来回看一下素描作为西方艺术的一种
描绘方式，来到中国后，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一个同样强大又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里，中国艺术界是如何对待它的；在我们多变的社会阶段中、
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进展中，它起到了哪些作用，其结果又是怎样的；素描与中国传统绘画、设
计、建筑、综合艺术等门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现今国际艺术格局中，我们在素描这个领域
中，已经走到了哪里。
为此，我们四处搜寻，把美院60年来的素描历史资料找出来，把好画找出来，也把各阶段具有代表性
的主张找出来；摆出几代人探索的原貌，这有助于我们比照“不同”与“类似”之处，辨别出优秀作
品及众多主张之间的共同点——这也许就是我们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的这门学科的核心部分。
以此作为引子，再深入到对艺术本体的关注和实质部分的探究。
本书和此展分为横向展开的三部分，而每一部分又作纵向陈述。
第一部分，是以历年教员和学生有代表性的作品及主张为材料，对中央美院60年素描教学历史加以梳
理，回看从徐悲鸿时代到苏联方法引入，到历次的调整变化，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各阶段，我院素描学
科进展过程的真实原貌和阶段性的认知盲点在哪里。
为了看清这些主张在素描实践及教学中的作用和结果，我们通过部分当事人对作品回顾的方式，再现
教与学的“现场情境”，将主张与实践融在一起。
随着对画面自身解读的引导，从中引出更多有关绘画本体的信息。
经历教与学之间微妙的碰撞，在对美院教师的教学思想与方式的描述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真正被
理解和消化后留下的结果。
我们发现，中央美院的素描训练，留给学习者除造型的技能外，更深刻的部分似乎是教帅的品格、对
学术和事业的态度与方法。
在教学中，通过对每一笔的处理，通过交换感受的点滴小事，使学习者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
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靳尚谊先生说过：“素描解决的是水平问题，而不是风格问题。
”水平是什么？
是从事任何领域者都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一种穿透、容纳、消化各类艺术现象的能力以及执行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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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美术学院建院以来，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走过了她六十年的光辉历程，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六十周年，及中央美术学院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时至新年，特别出版本书。

本书所呈现的包括徐悲鸿、王式廓、滑田友、董希文、许幸之、吴作人、靳尚谊、周思聪、冯法祀、
侯一民、孙滋溪、闻立鹏、朱乃正、韦启美、徐冰、刘小东、陈丹青以及朝戈等数代画家的素描、速
写、创作草图等近600幅作品，无疑将会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素描作为一种造型艺术表达形式所释放
出的审美诠释魅力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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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素描就是素描，它就这么简单，所以它这么重要。
这本有关素描的大书，是《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大展的文献集。
此展的目的并非为推动学院素描问题的继续争论，从某种角度讲，是意在停止那种带有思维惯性和政
治情绪化而又属于风格层面的讨论，从而以客观的、学术的态度来回看一下素描作为西方艺术的一种
描绘方式，来到中国后，在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一个同样强大又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里，中国艺术界是如何对待它的；在我们多变的社会阶段中、
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进展中，它起到了哪些作用，其结果又是怎样的；素描与中国传统绘画、设
计、建筑、综合艺术等门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现今国际艺术格局中，我们在素描这个领域
中，已经走到了哪里。
为此，我们四处搜寻，把美院60年来的素描历史资料找出来，把好画找出来，也把各阶段具有代表性
的主张找出来；摆出几代人探索的原貌，这有助于我们比照“不同”与“类似”之处，辨别出优秀作
品及众多主张之间的共同点——这也许就是我们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的这门学科的核心部分。
以此作为引子，再深入到对艺术本体的关注和实质部分的探究。

本书和此展分为横向展开的三部分，而每一部分又作纵向陈述。

第一部分，是以历年教员和学生有代表性的作品及主张为材料，对中央美院60年素描教学历史加以梳
理，回看从徐悲鸿时代到苏联方法引入，到历次的调整变化，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各阶段，我院素描学
科进展过程的真实原貌和阶段性的认知盲点在哪里。

为了看清这些主张在素描实践及教学中的作用和结果，我们通过部分当事人对作品回顾的方式，再现
教与学的“现场情境”，将主张与实践融在一起。
随着对画面自身解读的引导，从中引出更多有关绘画本体的信息。

经历教与学之间微妙的碰撞，在对美院教师的教学思想与方式的描述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真正被
理解和消化后留下的结果。
我们发现，中央美院的素描训练，留给学习者除造型的技能外，更深刻的部分似乎是教帅的品格、对
学术和事业的态度与方法。
在教学中，通过对每一笔的处理，通过交换感受的点滴小事，使学习者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
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靳尚谊先生说过：“素描解决的是水平问题，而不是风格问题。
”水平是什么？
是从事任何领域者都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一种穿透、容纳、消化各类艺术现象的能力以及执行的能
力。

（徐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

书籍目录

序
第一部分：基础素描教学
1949-1955
　第一章 建院初期素描教学及主张
　　徐悲鸿等先生的素描教学主张
　　徐悲鸿等先生的素描作品
　　建院初期的学生素描作品
　　技法理论课程与素描教学
　　1956-1966
　第二章 50—60年代素描教学面貌的形成
　　丁井文访苏带回的素描作品和派遣赴苏留学生
　　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成立及早期素描教学
　　50—60年代关于素描教学的两个座谈会
　　教师与学生的作品
　　1977-2000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素描教学的变化与发展
　　恢复高等教育前后的素描教学
　　70年代初期的《人物素描选》
　　工农兵大学生、78级本科和研究生作品
　　1979年附中恢复办学初期的素描教学
　　1979年全国素描研讨会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教师素描作品
　　新时期素描教学的发展与探索
　　传统素描的延续与深化
　　新的教学实践
　　教师的素描探索
　　80—90年代关于素描教学的两次研讨会
　　80—90年代学生作品
　　2001-2009
　第四章 2001年实行统一基础教学后的素描教学
　　基础部的教学
　　与专业特点结合的各系素描教学
　　中国画素描教学探索
　　设计、建筑专业基础与素描教学
　　全国十所高等美术院校造型基础教学研讨会和全国美术院校解剖造型高级研修班
　　教师作品
1949-2009
　第二部分：素描与创作思维
　王式廓 《血衣》、《南昌起义》
　冯法祀《刘胡兰就义》
　李斛《广州起义》
　高潮《走合作化道路》
　潘世勋《翻身曲》
　侯一民 《刘少奇和安源矿工》
　靳之林《南泥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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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滋溪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教师集体创作 《当代英雄》
　闻立鹏《国际歌》
　韦启美《青纱帐》
　林 岗 《万里征程诗不尽》
　周思聪《矿工图》
　陈丹青《西藏组画》
　朝戈《排云》、《远方》等
　唐勇力 《开国大典》
　马刚 （1983级）《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侯一民及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集体创作 《抗震壮歌》
　第三部分：艺术家个案研究
　钱绍武
　苏高礼
　刘小东
2009
　中央美术学院素描教学访谈
　戴泽：徐悲鸿、吴作人先生与五十年代初期中央美术学院的素描
　钱绍武：情感和理性、实践和认识、感觉和理解，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钟涵：关于我们的西画素描
　孙滋溪：用英雄的气概画英雄，用时代的情感画时代
　靳尚谊：要弄清楚历史和事实，要扎扎实实做学问
　詹建俊：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朱乃正：素描实际上是你人生的体现
　杜键：素描教学是艺术思想的一种体现
　袁运生：我们现在的绘画缺少从中国文化里看造型的追求
　王征骅：素描要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孙景波：我也是一个素描学派
　孙为民：科学技术再发展也替代不了人在艺术上的感悟
　潘公凯：素描是学生的一个基础训练
　陈文骥：学会用素描来完成自己的一种思考和表达
　朝戈：素描的主观性
　谭平：隐藏在素描后面的是关于思维方式的训练
　中央美术学院素描研究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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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蒋兆和素描教学主张国画写生所要求的目的，在于充分理解各种物象的结构，不为表面繁琐的
光暗和周围环境所影响，而刻画其精神本质。
对描写的主体，必须首先具备充分的分析能力、具体的掌握客观物象，然后才能胸有成竹地去要求刻
画、提炼、取舍。
而这一切，虽然都通过作者主观的创造，但必须根据物象所构成的特征。
这也就是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是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是把握客观物象的精神本质。
国画的基本造型规律，主要的在于用线去勾勒具体物象的结构，这是国画造型的传统特点；以笔墨的
轻重曲直，浓淡虚实以体现物象的质感和量感。
所谓“骨法用笔”，这些都是形成民族风格的主要因素；这些用线用笔的写实能力，一直在不断的发
展。
如北宋时李公麟所创造的“白描”，不仅具有高度的表现能力和艺术的完整，而且起了稳定国画造型
基础的作用，为后世的典范。
又如“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复杂的生活面貌的高度写实精神，以致今日齐白石的工笔草虫等都是典
范地体现了国画这一以白描为基础的特点。
素描既然是具有现代科学的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它就必然有和国画共同遵循的道路，问题在于我们必
须批判地接受，而不是片面地强调素描的写实优点，忽视了国画现实主义造型的特点。
一些青年学生们在学习素描的过程中，仅仅停留在光、色、面等的初步阶段，就认为是唯一表现的方
法，他们还没有更多的认识和掌握素描中其他各种的表现方法。
当然没有能力把素描的精华融汇在国画的造型规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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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1949-2009)》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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