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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少年时代即喜写作，及长，又嗜绘事。
山东艺专读书期间，于画学、史论两端勤习，以为乐事。
1978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班，从导师王琦先生研修美术理论，从系主任金维诺先生
悟治学之道，又得李树声先生补授中国现代美术史课，走上史论研究正途，终将写作、画画两事合而
为一，成为“写画”之人，此天命也。
    余自1981年起于中国美术馆事研究业务。
该馆以中国近现代尤其“五四”以来之美术为研究、陈列之重点，从而也规定了吾之研究方向。
曾计划由中国画入手，旁及其他品类，最后汇成中国现代美术史书。
但随史学分工精细之进展趋势，学人多倾向于专门研究之纵深，余亦进入约稿写作状态，从此陷入中
国画领域不得脱身，有意无意间几乎成为专事研究现代中国画史论之学人。
    吾于中国美术馆得便研读藏品，观看展览，结识画人，参加各种研讨，最是近水楼台，又养成读画
著录作卡片之习惯，获益匪浅。
通过编辑馆藏作品集，编纂《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征集大量美术家艺术档案，自然而然地为
公家积累了大量史料，故此日日生活在近现代美术氛围之间，片纸不肯轻弃，自信终有用期。
    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起编写《中国美术史》，余应邀参加《现代卷》编撰，与水天中、李含
中先生同赴江、浙、皖、沪考察，次年又独赴广州访画。
加之平日出差时留心史事，遍访前贤，史稿时于腹中涌动。
1987年，为该书现代卷撰中国画部分十余万字。
不料两年后，因社会原因该卷被停，绍君兄将沉甸甸的书稿退还本人时，那心情和我一样自然也是沉
甸甸的。
这书稿后来以《中国画的现代史》为题编入我的第一本论文集《中国画与现代中国》，总算没有白写
。
    90年代末，敏感于世纪之交，对20世纪的梳理、研究、反思，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此间，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赐余客座研究员证书，为此，得与诸位老师、学兄共议编写《20世纪中国美
术》丛书，最后决定由邵大箴先生任总主编，余为中国画编主编。
由此又开始了日夜兼程的漫漫写作之路。
不久，又受命主编《20世纪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藏品选集》、《中国美术百科全书·中国画卷》
、《北京志·美术志》等大书，参与主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参与策划“百年中国画展
”并撰长篇导论，又任“百年美术·馆藏作品陈列”学术主持，活生生的资源滚滚而来，书稿却一拖
再拖，拟定中的个人书画展和画册的出版也几至抛向九霄云外。
    光阴荏苒，倏忽十余年匆匆而过。
时至2010年，《20世纪中国美术丛书·中国画编》的20万字终于完稿。
但由于字数所限，多年积累的资料大量闲置旁落，割爱不舍，心神难宁。
于是，重整提纲，补缀史事，拾遗补缺，加枝添叶，更新写海外与港澳台章节，约45万字，附图900余
，遂成是书。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李新社长不嫌言赘，慨然允出，余感甚慰。
此为是书产生之机缘与经过。
    余于史，不敢说深研细究，但也注重史料及其考证。
1982年就深慨现代史料流失散佚，知情人相继辞世，倡言：多一点积累，少一点空谈。
尊重史实应是最起码的学风，故于重要史事，如《美术革命》何时发表必究其真；为一句、两句之注
释尽量查证原著或专购此书，以免以讹传讹。
    余于画史一尚真实，二尚客观，三观其变。
尤其20世纪群雄竞立，思潮迭起，流派纷至，各有其是非与历史贡献。
由于政治风云时有变换，或以自家之主观立场代替客观之历史存在，史事、人物、作品均有所偏蔽。
故余虽有个人之喜恶，仍尽力给各家各派以历史位置，不因主流而弃支流，不以新派而遮蔽传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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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
同是新派，亦不必重徐悲鸿，轻林风眠，忽刘海粟。
至于许多有争议的人物若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周韶华等，各种有争议的论题如中国画之前途，
“新文人画”、“笔墨”官司等皆摘要备录诸家之说，以为后人之参考。
    历史在同代人眼里时受外部形势和人物地位的影响而扭曲，但一切历史被当做当代史时，又易变为
合法存在的文化策略，被现代观点的实用主义选择而失衡变味。
写专史未尝不可，但往往弃置对立面的存在或将对立面说得一无是处。
余写中国画史，自然不会写太多与中国画无关之人与事，但在中国画内部，我将给传统派、新派，给
京派、海派、岭南派，给主流中国画、新文人画、实验水墨以各自的位置，并指出其各自存在的问题
。
这并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取消了事物界限和规律规定性的相对主义，因艺术非阶级斗争
，非唯物与唯心之对立物，非敌我不相容之战场也。
事实上虽确有打倒对方以为自己张目的各类极端人物，他们更适合于作派别的鼓吹手和斗士，而不适
合于作艺术史家。
除非你是某家某派雇用的史家，你就应该客观地秉笔直书，正视历史。
西方艺术史家写世界艺术史，往往轻视东方艺术、中国艺术，写当代艺术史者也把主流艺术排斥于“
当代”之外，那么这“世界”与“当代”的范围就大打了折扣。
伟大的艺术家诚然有我自为我，自有我在的立场，但他也绝不会排斥异样文化的营养，艺术家可以任
意搞、任意玩自己的花样，但无须打倒别人的别样艺术，就像齐白石、黄宾虹就不曾盲目地排斥西画
，周思聪和卢沉就主张吸收现代构成。
艺术史家应该懂得，除非艺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之中，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应该“和而不同”
的。
艺术不能等同于非艺术，但在艺术的范围内，在国家宪法和真、善、美的艺术底线上，它是一种可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相互宽容的物事，孔子日“游于艺”者是也。
“多样”说渐被“多元”说取代也是世纪末的客观现状。
艺术家可以“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甚至于可以放浪不羁、胡说八道，这或许有助于他艺术个
性的独立，若从事艺术教育，当然也有助于形成一个学派，但亦恐误人子弟，学生必因偏食而营养不
良。
美术史家不能如此，因为他必须尊重历史，尊重艺术规律，评人论事必须真实且有恰当的分寸。
这并不是说史家就没有自己的艺术现点和艺术主张，也没有是非曲直的立场。
他可以直言其立论，亦可隐含于史事评述之中。
起码，我站在艺术的立场上，不会称颂非艺术和反艺术；我会秉持美、善的立场，而唾弃恶、丑之劣
术；我将站在中国画的立场上，维护其民族传统、民族特色，鼓呼它健康地演化和开放地拓展，以民
族的、个性的、现代的、健康的美学品质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这不是一部专论，而是一个世纪的画史。
史中有论，述中有思。
在这一个世纪的思潮、事件、人物、作品的背后是值得总结的艺术的规律，是值得后世思考的文化的
问题。
    无疑，本人之尊重历史，不可能没有哲学之根，这哲学根据是否可以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我不敢自诩
，但我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写民国时期，就不能不正视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我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不正视毛泽东和邓
小平文艺思想，就不能不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
有些当代主义的理论家是从来不正视新时期的主流文化的，断然说现实主义人物画不会在历史上留下
任何痕迹，我当然不会苟同；我必须以足够的笔墨撰述正视人生的现实主义，并高度重视蒋兆和、周
思聪这类大家，但我决不会因此轻忽吴冠中、谷文达、刘二刚的存在，他们也是历史人物，他们的作
品同样是历史的笔痕墨迹。
你可以不同意他，不欣赏他，但不能说他不存在，也不能不分别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们也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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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都存在问题。
包括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内，没有十全十美的艺术，只有尽可能地追求完美。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站在某家某派的立场上，颠倒主流与支流、主弦与和弦的关系，同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你
写的是中国史，而不是某家某派史，这就需要你站到九州之上的云空去鸟瞰这大地上的风云，始可具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眼光。
    历史是许多事件连缀成的长链，画坛是由许多个案组合的群体，有些事件和人物自身就可以写一部
专史，但在这样一部书里不可能全部深入地交代这些事件的始末和人物的细节，因此就要有所选择。
事件之大小虽各有观点但比较好办，人物就难了。
涉及到事件的人物又好办些，如陈独秀与“美术革命”，吴冠中、张仃与笔墨论争。
涉及到绘画自身就比较难，你不能按官职大小、姓氏笔画来排队，有些地方我宁肯按出生年龄为序，
或许也还有些先来后到的味道。
我对画家按艺术成就或艺术影响分作几个档次，或章，或节，或一，或（一），或一段，或三五句，
或仅二三字，起码也有七八个阶梯了。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准确恰当，因为读者只选择他喜爱的画家，画家更重视他自己和自己的师友，或者
他这一流派的位置。
由于审美标准的几度变异和混乱，我无法按“六法”，按神、妙、逸、能去分品，然后再做些上、中
、下的分档。
其中许多画家我只是正面评述，是不见得没有反对意见的，而对重要画家往往是记述了不同看法的，
有时候这字数又不尽然与其艺术成就成正比，只不过他作为社会人物对画坛的影响不容忽视而已。
鉴于当下网络信息之方便，许多人的生平可以查到，亦简练处之，除已故者外，各种官衔一概省略，
因为大多官衔甚至于价位与艺术高低并无必然联系。
一般情况下，其艺术表现及作品均以2000年为下限，而对其评论则不为所拘。
虽然写作期间眼见得新人新作迭出，而不得不割爱，唯2001年以来至付印前已故之画家，仍然将其卒
年记入，这是不得不说明的。
    另外本书点名的画家可能不下千位，聪明的思潮史家是不点这么多的，他只要选择那些对历史走向
或者和他期望的历史走向相关的代表人物就够了，不像古人作史一人一段地并列着。
我认为画史和思潮史还是有差别的，另外，我这人可能积累的个案资料多些，也可能多年涉事美术馆
的收藏，养成了对各地画家排队摸底的习惯，尽管在工作实践中没有做到这么周全。
我曾经想狠心删掉许多画家，但已经写上了，就觉得会有某种资料价值，会对某种流向的群体大小有
个印象，这也许会对以后的同行有些帮助，更何况来自基层的我知道各地都卧虎藏龙似的有些贤达和
寂寞之士，他们不比京沪、省城、美院里那些人差，只是不那么容易出名，这些人同样应该三个字、
两个字或以更多的字数占据史书的一个点位。
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有一千位画家可能不算太多，有许多画家可能只是一方刻有名字的砖块，但中
国画正是赖于这砖块集成的庞大的社会基础才垒起了金字塔般的高峰。
至于许多在世纪末年尚三四十岁的青年画家已有相当影响者也记入了本史，而许多人包括这些入书者
是需要2l世纪的历史检验的。
后人续史时，也许会添上许多人的名字，也许会删去许多，历史在这一点上莫非真是无情的吗！
    艺术史不一定是发展史，更非进化史。
在某种艺术门类、体裁、样式形成之后，其后数易其形质，更如同一部演变史。
20世纪的中国画有着鲜明的大众化、通俗化、政治化和后来的形式化、图式化及部分的欧化倾向，其
内容、性质、语言，其表现对象、服务对象的转变都是空前的。
尽管工具材料的制作、笔墨技法的新造日见多样，但整体艺术格调未见得升华。
因此笔者敏观其变，慎言“超越”。
你可以高度评价吴昌硕、齐白石们对文人画的现代性转换，却不必轻言超越、发展了石涛、八大们，
对于我高度肯定的《流民图》，可以说它空前人性与伟大，却不必和《八十七神仙卷》分个高低；古
人有“通变”之说，却无“发展”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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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乃现代哲学名词，《辞海》释日：“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
质的运动变化过程。
”画事不尽然是大高于小，繁高于简，它有从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却不定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
此即前人新旧与好坏不对应之说。
司马迁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诚可为治学之努力方向，而臻此境，岂是易事
！
    为了写史的需要，我保留了许许多多画家和评论家不屑收藏的画册，办公室是书屋，居家亦是书籍
林立，不堪称家。
附图基本上翻拍于我的家藏画册中印刷最好的版本，同时也得到了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和图书资料室的
大力支持。
本书关于作品的附图大约在900件左右，较之2001年版《百年中国画集》的548件作品不算为少，称此
书为《20世纪中国画图史》未尝不可。
出版社很重视这些附图，又专约附图若干，这毕竟是个视觉图像流行的时代。
    本拟为本书写一篇导论，但书稿已成，疲累不堪，也就没了兴致。
时间紧迫的人翻一翻目录，也就大体知道了我的史观和书的结构。
    写作过程中，也数不清查阅、借读了多少书籍文献，本拟作个参考书目索引的，因不堪胜负只好作
罢。
好在有引文的书目、篇目都已在注释中详录。
在此，向所有为本书之写作提供了资料和各种帮助的单位和友人表示感谢。
    我在《爬格子生涯》一文中说，因器械障碍，至今手写，而不会电脑，真乃落伍之老朽。
幸赖磊儿相助，逐字打出，修改数遍，又助余查阅资料，校正史实，磊儿、淼儿又共同助余翻拍图片
，老妻也忍受了身处书山、不复为家的困扰，每念及此，又会感到学术与生存的矛盾中那丝丝人性的
温暖。
    最后，感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李新社长，感谢责编黄淳和校对逐字审读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袁银昌先生为本书所作的精心设计。
若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来函指谬，更当不胜感激。
    是书首发之日，适逢余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题为“刘曦林艺术印记”的书画展。
那些书画作品几乎是相伴着这些文字共生的兄弟，艺术实践有助于我对画家的理解和评说，史论研究
或许亦有助于我的笔痕墨迹。
谨以此书与展出献给我的导师们、亲人们，献给我所热爱的中国画。
    辛卯立夏于北京    里仁书屋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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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画史(精)》作者刘曦林既是美术理论家也是书画家，全书约50万字，为晚清、民国及
新中国百年间中国画的专史，全面、客观地记述了20世纪波澜起伏的美术思潮及各地域、门类、风格
流派的画人、画迹、画事，并对中国画前途的论争发表了切合实际的见解。
刘曦林在美术馆工作之时便开始广泛收集积累材料，他认为画史的研究必须注重史料及考证，尊重史
实是最起码的学风，重要史事尽量查证原著以究其真。
《二十世纪中国画史(精)》作者刘曦林治史一尚真实，二尚客观，三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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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化背景 1901年应作为20世纪的起始，是年岁在农历辛
丑，值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大清王朝已日暮西山。
此际，鸦片战争已历半个世纪，各国的洋玩意、新玩意已陆续涌进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挑战，进
入“古今转换与过渡”的时期。
尽管美术的起伏与演变、转换与过渡有自身的规律，但它作为精神的产品，和时代的政治、经济、哲
学、宗教等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起码是文化这一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时代风云的映现和折
射，或者是风云间歇中人们赖以喘息的一方净土、一杯清茶。
 从纵向的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新的艺术样相既有其自主的根由，又并非凭空产生，而和既往的文化传
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因此，在涉笔20世纪美术之前，回溯一下此前的美术状况和世纪初的大文化背景将是必要的，20世纪
的中国美术毕竟是19世纪中国美术的继续或转换。
 第一节晚清文化与美术概述 晚清即中国的近代史阶段，它涵括了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
统五代。
自1840年中国抗击英帝国主义的鸦片战争起，又相继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
整个中华大地未曾停息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未曾停息过向西方的学习和参照
西方寻求民族自强的变革实验，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救亡图存是一直从晚清贯穿到现代的艰苦的主题。
 晚清王朝确实衰老了、腐败了。
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它继续着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压制改革力量的政策，以卫护其夕阳西下的江山
。
1900年，八国联军在紫禁城的烧杀劫掠，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始被王道士贱卖，仿佛已经预示了这个
世纪中国文化的危机。
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不仅向侵略者道歉，保证镇压反帝斗争
，还赔款4.5亿两白银。
迫于形势，清政府不得不准备实行宪政和进行吏治和教育的改革，如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学，1905
年，宣布明年废止科举并决定派大臣赴西洋考察等等，但并不曾改变且重申了“忠君、尊孔”等宗旨
。
孙中山等革命派已取代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式改革，于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
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将民族、民权、民生称为三民主义。
这便是晚清跨人20世纪时的社会状况及其面临的形势。
 从文化上讲，中国这片土地有着太令人自豪的传统和相对稳定的体系，不管哪一个民族的领袖登基为
皇，也未曾彻底改变它的文化血脉和特色，满清亦然。
所以，那西方的文化无论是伴随着炮舰打进来，还是中国人主动到西方留学请了来，欲图在中国扎根
并不是太轻易的事。
但是晚清时代毕竟渐次发生了变化，面对着“船坚炮利”日渐强悍的西方，曾经以丝绸和瓷器征服过
世界市场的中国人感到了自己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于是奋发自强，创建制造之业，并以西学为参
照系进行文化反思。
尽管中国人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存在着矛盾心理，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视西学为“器”、中学为“道
”，并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康有为、梁启超辈试图变法，自称：“欲以构成一种
‘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
”’但西方的意识形态还是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引进渗透到中国文化中来。
远自1872年派出中国幼童赴美国读书，清政府仿佛发出了主动吸取西学的信号，1896年又派青年学子
东渡日本，更因一衣带水之便借道日本转学西洋，1906年一年曾达12000人之众。
继同文馆之后，译述业益火，其中以严复1898年译《天演论》之“物竞天择”说警世最甚。
梁启超曾慨叹：“壬寅、癸卯（按：即1902、1903年）问，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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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
当然国学仍有雄厚的根基，在西学东渐的同时，又有些学者和民主革命家感到了世界主义对民族文化
或西学对国学的威胁，于是提倡国粹，以1905年《国粹学报》的创刊为标志，兴起了复古主义思潮，
以国学激励青年，鼓动爱国热情。
自世纪初年国人掌握了珂罗版印刷技术，却也借助西人之发明助我书画传播临习之便。
从此，中国的文化就开始了它多样并存和论争的现代里程，被迫接受的文化侵略与主动的开放需求，
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国学的依恋，吸纳与拒斥、卫护与批判艰难而驳杂地纠葛在那个时空。
与大文化比较起来，晚清美术亦大致如是。
而回顾晚清美术之所以显得必要，无非是为了看清20世纪前期美术演进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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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曦林先生，山东人氏。
性格率真开朗，几十年追求艺术的真谛，至今仍有一颗攀登高峰的坚强之心。
他总有永远的使命感在身，本书能够完稿出版，就是他二十余载为之耕耘事业的人生回报。
    我与刘先生相识已近二十年，今天为先生编成这本大书，往事恍如昨日，浮现眼前。
第一次与刘曦林先生相会，当然也是为了书的事情。
那时，我刚到山东美术出版社任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著名美术理论家的刘先生
讨教是极其合理的拜访。
没想到，我马上被曦林先生爽朗的笑声和爽快的谈吐所感染，一下子缩短了与他的距离，从此，我和
曦林先生开始了从相识到相知的转变。
    真正理解和了解到先生学术水平和治学的认真是我们两家美术出版社与中国美术馆共同策划的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的学术性大型画册《20世纪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藏品选（1900-一1999）》
的编纂出版工作。
在刘先生的亲自主导下，我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奚天鹰先生积极配合，聘请国内名家一起合作编著
，在国庆节前，完成出版展示20世纪中国美术演化发展脉络的大型著作。
现在提及该书是与刘先生的本书有关联的。
因为在那个时段，我们出版人和刘先生就开始思考优秀图书内容和图书表现形式的关系问题了。
在该书中我们第一次在国内共同策划了把一本大型画册与大型理论性论著相结合的方案。
该书的前言、论文、美术纪事、图版说明等文字内容都以标准理论专著的框架写作方式进行，这在当
时是突破性创新思路。
通过我们精心努力和打造，该书成为那一时期中国现当代美术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范本，同时它的图书
构成和表达形态也成为此后多年大家在出版相关图书时效仿和学习的对象。
应该说，这其中刘曦林先生用心最多，吃力最重。
策划、组织、编写、编辑、校勘、对红，他无一不亲自参与。
记是1999年盛夏，该书最后冲刺阶段，他和我们一起在深圳印刷厂里看样改稿，连续数日，他像小伙
子一样，不分昼夜地工作，回顾至此，感怀至深。
这件中国美术出版的典型案例，体现了作者和出版者紧密合作，把双方的工作都融合在一起的成功事
例，一直被我作为教科书式的范例反复传授给晚辈的出版工作者。
十几年后，我作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者，又一次与曦林先生续写篇章，携手出版刘先生一生
最倾尽全力的著作，也是基于此，发于此。
    当然，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出版人最关心的还是怎样才能出好这本书。
用我的话说，21世纪的优秀图书的出版要有21世纪的图书特质。
刘曦林先生的学术成果以及本书的内容毋庸置疑，它可能是今后若干年研究中国画史离不开的案头必
备，本书被列入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所以，在我们和刘曦林先生讨论出版事宜时关注最多还是图书的表现方式，而不是修改文稿。
随着时代快速地发展，当代人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发生变化也是必然之事，同时本书要让当代读者
充分理解上个世纪一百年中国社会及人文环境发生的巨变，才能真正全面理解中国画的演变。
因此文字的论述和图像的适当结合才能形成立体化解读方式，让抽象和具象在每个版面上互动，更好
地调动读者的阅读力和理解力，实现更好的阅读效果。
实现上述这一图书概念是需要大量地具有价值的各类图像资料来支持和保障的，此处不得不提到刘先
生的长子刘磊对本书做出的贡献。
多年来，刘磊一直为其父的学术事业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图像资料方面用心最多，本书所采
用的1200余张图像资料全都是刘磊从其收集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而且质量也都符合出版规格。
如果没有他长期的准备，今天要完成本书的出版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要感谢刘磊，同时也要感谢中国著名书装设计师袁银昌先生半年多来和我们一起合作实现本书
整体装帧设计目标所做出的辛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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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本书的出版是十分高兴的事情，我们出版人和刘曦林先生的合作不会在此书出版后而划上句
号。
我衷心希望饱含着作者和出版者心血的本书的出版会成为中国美术图书园林里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传播
久远的一棵大树，我们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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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不是一部专论，而是一个世纪的画史，史中有论，述中有思，在这一个世纪的
思潮、事件、人物、作品的背后是值得总结的艺术规律，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文化问题。
全书约50万字，为晚清、民国及新中国百年间中国画的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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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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