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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2009年，中国水墨画走过了曲折的六十年。
从建国初期的转型、起步到后来的意识形态统帅；从新题材的发掘、表现到严重的政治干预；从西方
艺术思潮的冲击、全球化语境的影响到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等。
六十年来，中国水墨画在艺术观念，表现题材，表现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经历了众
多的艺术事件，并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师。
从对待中国画的文化态度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意识看，我们趋向于将这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
期加以论述，即：毛泽东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球化语境时期。
每一特定的时期都产生一些重要的画家和作品，而一些艺术家则经历了几个时期转变、锤炼，使其创
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逐渐成熟。
有趣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思潮的更迭极为频繁，导致了一些画家和评论家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趣
味极大的波动，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这是在中国画发展史上极少看到的。
总体上看，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新中国水墨画，虽几经波折，还是在发展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现、当代艺术思潮的洗礼，在全球化语境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
识与认同，中国画又迎来了教学、创作、交流等全面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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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致力于研究、保护、发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求更恰当地处理好文化领域中，新与旧、本
土与外来的关系等世界性的问题。
　　（1）“新文人画”运动　　“新文人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维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人
画的价值而出现，并逐渐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术界关注的一个美术现象。
发起者为边平山、季酉辰和王和平三位青年画家，其理论倡导者为美术史家陈绶祥，代表画家还有：
陈平、田黎明、王孟奇、朱新建、江宏伟、徐乐乐、卢禹舜、霍春阳、常进、杨春华、李老十、刘二
刚等。
自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新文人画大展”后，新文人画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术中讨论和关注
的一个对象。
　　自第一届展览后，“新文人画”每年都办一次展览，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和关注。
关于“新文人画”的艺术价值和前途命运，理论界各有评说，褒贬不一。
从组成成员来看，有些画家也不是纯粹的“新文人画”类型，如王彦萍、刘进安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新文人画”在20世纪是最具反潮流精神的，因为整个20世纪由于受西方文化
的影响，在艺术的价值体系里，都把传统文人画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
“新文人画”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语境中获得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和艺术意义。
　　在新文人画家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传统文人画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离开20世纪90年代的
文化语境，几乎没有文化意义可言；而另一些画家则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在语言和境界两方面都
做了有益的探索，如田黎明、朱新建、陈平、卢禹舜等，从而使文人画有了新的面貌和方式。
　　在“新潮美术”主宰画坛的年代里诞生的“新文人画”，无疑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和美术逻
辑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新东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传统的一种回归。
这样的回归自然会受到提倡中国画向现代化转型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强烈批评和否定，认为它没有任
何新的创造，只不过是重新回到传统文人的心态上去。
所以在当代艺术中不可能给它留有位置。
　　然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对抗的当代文化中，“新文人画”获得了存在的理由和条件：作为激进
派的一种补偿。
正如潘公凯所说的，“传统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具有前卫的意义。
在这种语境下，20世纪90年代关于“笔墨”的争论，再一次在美术界引起强烈的震动，最终引发了20
世纪90年代从学术角度对传统中国画的大清理、大讨论。
如“20世纪四大家研讨会”“李可染艺术研讨会”“四王艺术国际研讨会”“董其昌国际研讨会”等
，尤其是对“四王”、董其昌等曾经作为批判对象的艺术家的重新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还挖掘出一些从事传统中国画创作的画家，如：陈子庄、黄秋园等。
还有一批在毛泽东时代或新潮美术中有影响的艺术家和理论家也逐渐回归传统，如：赖少其、彭德等
。
（2）实验性水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开始把“中国画”改称为“水墨画”，主要
源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想将中国画“国际化”，而改名是前提；二是想赋予中国画当代性，使其更
贴近现代生活：三是西方现代文化、艺术样式和哲学观念的影响，欲把中国画向现代视觉方式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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