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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其命唯新：傅抱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汇集了数十位作者的文章，分成“纪念”和“研究”两
大类。
其中有的文章是作者从报刊上得到的。
这些文章对全面了解傅抱石很有价值。
故被选进这本文集。
但文章作者可能并不知道我们选用了他的文章，在此谨表歉意。
　　人们用拍摄电影传记片，出版画册及各种研究性的书籍。
在海内外举办一系列的画展，发行各种纪念邮品。
举行学术讨论会等各种方式。
来表达对我父亲的崇敬与怀念，同时大力宏扬我父亲终身不渝的其命唯新精神，借以推动21世纪中国
画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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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纪念篇忆恩师傅抱石深切怀念我心景仰——纪念傅抱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继承与创新中建树艺
术丰碑——纪念恩师傅抱石先生百年诞辰傅抱石先生百年诞辰献辞傅抱石绘画创作考察纪念傅抱石先
生纪念先父傅抱石100周年诞辰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记父亲在南京故居的生活点滴又听
到了父亲的脚步声回忆抱石师回忆恩师傅抱石缅怀先师傅抱石永远的回忆—看傅抱石先生的一次作画
和与傅师母的一次访谈精神长存——怀念傅抱石先生和蔼可亲的傅抱石重读傅抱石石鲁怀念傅抱石艺
术与精神长存　——傅抱石先生诞辰100周年小记如歌的友情抱石先生散忆研究篇傅抱石的中国美术史
论研究傅抱石与“新金陵画派”——兼论抱石精神的当下意义“其命唯新”是抱石精神的核心——傅
抱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感言傅抱石与中国文化潇洒隽逸写真神——傅抱石人物画艺术探微由线至面的
中国画图式革命——论傅抱石的山水画艺术傅抱石和屈原画美人必先画出有品有格的人——谈先父傅
抱石的仕女画郭沫若与傅抱石：交相辉映诗画魂抱石皴纵论傅抱石与传统傅抱石先生的篆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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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造型艺术心理学研究艺术家从遗传、环境、教学三方面考察艺术成就动机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抱石皴”思维机制也应由此着手。
　　实际上，关于遗传因素与艺术及各种专业技能的关系一直是心理学家所关注和重点研究的对象，
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现状仍然为：“目前还没有充分资料表明成为艺术家的心理动因与遗传因
素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对这些现状的深层思维机制的研究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笔者在一些师、友的启迪下探求中国书画本体的哲学美学内涵的构成机制时，见
不少美学家都认为哲学、美学课题的解决有赖于心理学研究的进展，便将其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
　　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基因决定遗传素质或特征⋯⋯这些基因常常来自不同的
染色体⋯⋯这一点对于理解人的能力的遗传具有较大的重要性。
”而成就动机主要由认知的需要、自我提高的需要、归属的需要这三方面组成，艺术兴趣对这些需要
有直接的作用。
由艺术兴趣和外部特定环境的碰撞所驱动的初步艺术尝试则起着关键性的强化作用。
“潜质”的发挥即造型艺术兴趣的产生，从儿童的心理特点来看，是直接兴趣即直感起主要作用。
这在傅抱石身上尤为明显。
　　1904年10月5日傅抱石出生于南昌，其父靠穿街走巷替人补伞艰辛度日；其母则是个出逃的童养媳
。
他童年的乐趣只能是反复看那贴在墙上的“象征喜庆的年画”。
此外就是看父亲补那粘贴晒干后的破伞上的“花纹或图案”。
看得久了便顺手捡几张补伞用的零碎纸头描画起来。
这一“现象”若用造型艺术心理学“感应互动”的原理来解释就是当主体产生艺术兴趣并形成成就动
机的初期阶段，首先是被外界的美的因素所吸引，久而久之内部的动机就驱使主体去付之以行动。
这样外界信息与主体内部的心理活动之间便生成了一种“感应互动的作用”。
即“外部因素向主体行为的内部动力的转化过程”。
这种“转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儿童在没有识字以前，形象思维和直观形象感受是他们认识世界并形成
概念的主要认知途径。
于是就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获得了最初的美的快感体验。
这种幼稚的艺术活动则使他们得到了美的享受，并成为对造型艺术产生兴趣的最初基础。
艺术的兴趣在艺术成就动机的形成中可起一种核心作用并不断重复和加强。
这时新的认识就成为主体的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的需要并对主体产生一种强烈的驱使作用。
从而初步形成了艺术成就动机。
但初期动机驱动作用往往不是一种从事艺术活动的崇高信念，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
是再感受的需要在起作用而生成的从事艺术活动的崇高信念。
关键因素之一乃有关兴趣分类的理论。
即兴趣的“浓厚度”。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其命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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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