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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工笔的出现，及其近年来被逐渐接受，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画自身转变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
20世纪是传统中国画被迫转型的时代。
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中，以写实造型改造中国画的语言审美，一时间成为中国画现代性转换的目标。
然而，如此变革，并未给中国画带来意外惊喜，相反，却因丧失了超世俗的诗性而备受质疑。
“文革”后，新学院派画家开始反思这一现象，并力图回溯传统，形成所谓的“新文入画”。
但是，一方面，传统文人环境的彻底消亡，致使此种努力难以深切，而多以松快、诙谐类的现代抒情
简单再造古典形式；另一方面，推动者也未曾展开严谨的理论梳理，只是将当时学院内青年画家简单
集合.形成一个名词套用所有类型作品的现象，并最终导致这一尝试流于杂乱、无序。
当然.新文入画之外，实验水墨、都市水墨等都构成了当时中国画力图突围的努力、尝试。
然而它们要么掉入形式主义陷阱.要么成为都市表象的直接描摹，难能深入，甚至与传统资源毫无关联
，并最终成为中西视觉夹缝中的孤儿。
如此判断，并非为了全盘否定上述中国画于特殊阶段中的作用，而是为了理清今日中国画继而变革的
内在脉络.也即了解类似新工笔这样的转变是发生在怎样的线索之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工笔文献丛书·陈林>>

内容概要

《新工笔文献丛书》图通过画家自述、艺术家访谈、画作评论以及高清图集，呈现当代年轻工笔画家
们的心路历程，彰显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更试图勾勒出当代工笔画的发展轮廓、脉络与方向。
该丛书的出版，并非意味着这一任务的结束、目标的实现。
相反，它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因为，当代工笔画的发展绝不会就此止步，画家们的探索更不会就此停止。

就让我们站在这新的起点，再次期待，期待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能超越此刻的成就，迎向更为辉煌的未
来；期待他们的画作为中国当代工笔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

本书为“新工笔文献丛书”之《陈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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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林（原名陈琳）　　1968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1990年毕业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并入.　　该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199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博士学位。
　　现任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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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这肯定没有问题。
我所在的艺术学院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学院，除了美术设计等专业外，还有音乐、戏剧专业。
每年学生都要排演许多舞台剧，这让我有很多机会去观看这些大戏。
这些年，说是工作需要也好，个人兴趣也好，一旦有演出，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看。
像《暗恋桃花源》、《欲望号街车》、《巴黎圣母院》、《雷雨》、《生死场》等一批舞台剧我都看
过不止一次。
我个人还特别喜欢黄梅戏、越剧等地方戏。
一有机会，我都会去现场看舞台演出。
看戏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琢磨舞台上的戏剧冲突是怎样展开并达到高潮的。
我还特别注意观察导演、舞台美术设计者对有关道具的安排。
你知道，舞台上某些独具匠心的道具摆设，往往不经意之间也会给我们带来启迪。
好的舞台演出的瞬间拍出来就是一件好的作品。
其实，好的电影、电视以及其他一些影像作品往往都可以给我们启示。
我们画画实际上也就像导演导戏，画面中各种元素的安排与导演安排情节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一个
是流动的，一个是静态的。
好的画家可以将看似平常的表现对象安排得意趣横生，令人浮想联翩。
要达到这种意趣横生的效果，就要在画面中通过各种对比制造“矛盾”，也就是刚才说的戏剧意味的
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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