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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很多年过去了，艺术理论和艺术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各个艺术院校教学与研究的基本内容。
可是，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线限于20世纪的“艺术的来历”就会发现，直至今天，我们也没有一部贯
穿这一百年中国艺术变化的历史著作。
大量的艺术家评传(包括传记、研究文章)、时期或专题研究以及文献资料不断出版，可是，由于过去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原因，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这一百年艺术历史的整体面貌。
任何人都能够发现，尽管有卷叠浩繁的著作涉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处于所谓全球化时代的1999
年的这段历史，但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我们对这个时期艺术历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有太多的基础工
作需要去建设，而教学或者说在教学中提示学生用自己的眼睛去重新观察这段历史是这个建设过程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编辑这部文集是我用一学年的时间讲授“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教学内容之一，即让学生根据自
己的认识选择一个问题进行考察，这样的结果是， 03、04级的五十八位学子将在一年的时间里共同完
成关于这一百年艺术历史中的若干重要课题的思考与研究，不但如此，他们显然对历史有一种悟性，
他们清楚20世纪的历史总与晚清、尤其是1840年之后的形势有脱离不开的干系，所以，他们也将自己
的眼光投向了1900年之前，投向了与之后一百年有关的人物和事件，以说明历史的真正姻缘。
尽管人文学科知识的积累需要时间，但是，天赋、刻苦以及良好的学校环境给予了他们分析和判断问
题的基本能力。
他们在选择课题、思考问题方面不时表现出敏锐与专业意识。
自然，同学们在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过去不曾有的看法，无论成熟与否，我认为是应该
给予提倡的，思想的自由是学校教育必须给予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润育着学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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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画史的研究上，晚清一向是受人忽视的时期。
其中的原因很多：第一，晚清之分期从何开始，一直未有定论，是否在乾隆之后，即1796年开始，包
括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及宣统，一直到1911年民国成立前为止；或者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受西方诸国及日本不断的侵略，然后到民国成立为止。
第二，晚清不仅被认为是清朝本身衰落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丧权辱国、不光彩的一个阶段。
第三，在晚清时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文化全面的冲击，本土文化及价值观念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第四，受西方及前苏联历史观、方法论的影响，晚清的绘画一向被视为“呈现历史的衰落”。
因此，这一阶段便少有人作专门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
外国列强的入侵，近代资本主义工商城市的崛起，使得画家的生存创作条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以上海为中心，大批弼艺谋生的画家开创出清新明丽、雅俗共赏的画风，适应了近代市民的审美理想
，成为中国画商品画的最佳形式，而有别于此前传统儒商经济所孕育起来的商品绘画，最终完成了传
统的、经典的绘画向现代绘画的转型。
上海之外，广州等通商城市的绘画也表现出相近似的发展方向。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继承传统的笔墨和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却不为所囿，抒发个人的情感又
不自命清高，以传统为根本适当吸收借鉴西画之长，以个性为灵魂亦表现市民的生活理想和热情。
至于同时期北京、天津等传统城市的画家，基本上仍局限于在传统的、经典的正统派范围内讨生活，
没有多少新的创造。
让我们先从整个清王朝开始看起，清代绘画较之前代，有继承有发展，有兴有衰。
清前期是清代山水画的兴盛时期，出现了两个不同派别，以“四王”为代表的是正统派，以“四僧”
为代表的是反正统派。
“四王”指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他们学董其昌，提倡师古、摹古，在笔墨风格上追求新意
，强化了中国画传统中的抽象意念，笔墨形式的独立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文人所追求的秀逸、文雅、安闲的艺术境界，在他们的画面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四王”中师承最广、艺术功力最深者首推王晕，《溪山红树图》是他的代表作。
水墨画成的肃静雅洁的秋山与红翠相间、浓烈热烈的秋林结合在一起，色彩对比十分鲜明，充满生机
。
画面结构严谨，气韵贯注，富有整体感。
正如他自己所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
”王时敏、恽寿平对此画极为叹赏，收藏未果，后为盐商潘某以极高价钱收得，可见清初盐商巨贾对
艺术品的收藏以及对专业画家产生的影响。
“四僧”指石涛、八大山人、弘仁、髡残，他们是清初山水画反正统派的代表。
石涛原名朱若极，出家后法名道济，号苦瓜和尚。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号雪个、八大山人等。
弘仁为僧后号渐江学人。
他们都是明朝的移民，石涛、八大还是明宗室，因此具有较强的反清意识，明亡后出家为僧。
在艺术上，他们主张抒发灵性，主张独创，反对泥古不化。
提出“笔墨当随时代”，要“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淘泳乎我”。
又游历名山大川，所画山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山水清音图》是石涛代表作之一，这是一幅构图十分新奇的作品，在纵横错落的山岩间，奇松突出
横亘在山岩之间；一股瀑布从山头直泻而下穿过竹林和栈阁，冲击山石，注入深潭，喷雪跳珠，动人
心魄。
在溪涧桥亭中二人静坐，面带微笑，陶醉在松声、水声奏成的交响曲中。
这幅画笔法豪放，墨色淋漓泼辣，特别是满幅洒落的浓墨苔点与尖笔，剔出的丛草相配合，产生了如
疾风骤雨般的音乐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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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作画师法古人，而笔墨千变万化：注重深入自然，而又能不受束缚，直抒胸臆。
此图左下角白文印“搜尽奇峰打草稿”是其美学思想精华之一。
石涛不仅是一位大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苦瓜和尚话语录》是中国绘画史上最
有理论性、系统性的画论著作之一，带有很强的总结性。
综上所述，在清初的时候就有了正统和非正统之争。
然而这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之争，因为“四王”山水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们艺术脱离生活的学习
方法，缺乏创造性。
所以他们只能算是正统派。
“传统”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有异于“正统”，“正统”在感觉上给人一种守旧的意思，似乎不太愿意
创新，一味抱着“以前的旧东西”。
以“四王”为代表的清代“正统派”山水画，却把笔墨美作为一种纯粹独立的“形式语言”加以孜孜
不倦地追求。
而且，这种“形式语言”并不服从或服务于任何“内容”，也不是由任何“内容”所决定的，它服从
于自身、决定于自身。
换言之，此时的笔墨美已经取代了宋元山水以“物”或“心”为对象的“内容”，而本身就成了山水
审美境界的全部“内容”。
这就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内容非也，即形式之回转到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回转到
形式。
”“四王”向来被说成是经验主义，不从“物境”出发，毫无创新。
然而，事实上他们大都有过“行万里路”的实践，都有名山大川、自然奇观的经历。
但是他们都没有在反映自然山川客观物象之美的方面去努力追求，对于自然美，他们都是心虽慕而手
不追。
他们的侧重点，始终是放在传统的历史感上以创造一种笔墨美，而不是放在丘壑的现实感上以创造一
种物境美。
因此，他从真山水中所看到的，也只能就是自己所熟知的“龙脉”、“起伏”、“结聚”、“笔墨”
等一整套合于堪舆学的形式要素。
这就比董其昌从真山真水中看出郭熙、米友仁的画意，在山水画笔墨美的境界方面更上了一层楼。
在“四王”的山水中，丘壑是服从并服务于笔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丘壑本身也成了笔墨形式的一
部分。
正因为如此，在“四王”的术语中，一般将丘壑称之为“龙脉”，以表明其作为笔墨形式的特点，从
而与通常作为物境内容的丘壑有所区别。
平心而论，作为人品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在“读万卷书”方面都下过不同程度的功夫。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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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追随流行风永远是落后的⋯⋯因为心是一个无法框限的丰富世界，心又是能够放飞情怀的无穷天地。
    ——刘菡作为一代“译才”豹林纾无疑是成功的，可他同样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的艺术作品有其
独特的韵味和成就。
    ——陈凤霞陈师曾所谓的文人画的四要素，其实可归结为一个，即人品。
    ——耿祥龙“岭南三杰”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政治，当然这种“利用”也许并不是刻意的。
    ——牛方娜在改良派思想之下萌生、发展的岭南画派从来没有真正跨出革命的一步。
    ——李宁如果读者希望在下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得到永生⋯⋯最好是留下一幅肖像——蓝阁画的，
只要十五块钱，罕见的传真!    ——吕吟童土山湾画馆被视为西洋画的摇篮，除了具有西洋美术的启蒙
性，更具有西方美术教育的过渡性。
    ——燕红艳胡适的文化观及其影响下的艺术观念对现今的艺术观念仍然有启发作用，而且也是作为
西方艺术观念在中国“生根”的象征。
    ——唐小伟“天马会”时时登高而呼，促艺人自由研究之精神，促艺人自我觉醒之趋向。
    ——胥瑾想要冲破传统与世俗而变为彻底的新时代的画家并不容易，这必须有着与传统彻底决裂的
勇气。
    ——王爱华相对于过去与未来，“现在”却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名字。
    ——包茜在“一师”时期，李叔同先生将人格教育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体现了一个真正艺术教育
家的风范。
    ——江凌艺术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二者对立统一却又都受时代的制约。
    ——苏文婷从西方文化对蔡元培的影响这一角度纵向地看他的一生，我认为可以分为三段：28
岁(1868—1894)之前的启蒙阶段，51岁(1895—1917)之前的吸收阶段和至他去世(1917—1940)的表达阶段
。
    ——陈研蔡元培先生这种在中国近代美育的领袖作用是无可动摇的，使他影响了中国近代美术教育
，促进了近代化美术的发展。
    ——陈后凤受西方艺术之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许多美术院校在教学上一律采用素描为基础课程。
    ——王丽媛苏州美专开办之初，只设速成班一科，学制两年，目的是为了在短期内造就适应社会的
人才。
    ——蓝庆伟“月份牌”不同于历史上任何风格、主义、流派，是否具有风格的审美旨趣，对它而言
并不重要，因为它是真正以大众眼光选择的“大众艺术”。
    ——慕文泊“月份牌”艺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产生。
它最初因为西方文化不可抗拒地涌入上海，侵占到市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出现。
    ——王娅蕾我们总是容易将摄影的功能性与艺术性割裂来看待，其实不同的摄影风格都具有这两种
特性，只是它们的侧重点不同。
    ——刘晨旭石库门里弄民居除了在平面形式上保留传统江南民居的特点外，在局部建筑装饰上更是
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为主。
    ——廖昕本文意在归纳民国年间对《历代名画记》研究的学术成果，对其进行总结，有条理地进行
整合梳理。
    ——张宋振在这些方面有了足够的控制力才使文章最终能够清晰、自然地表达作者的观念，写作的
目的也无非是如此。
    ——薛钰涵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的历史与事实>>

编辑推荐

开学伊始，美术史论系师生就收到了一份大礼——“20世纪中国艺术史”课程学生论文集《艺术的历
史与事实》由四川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艺术的历史与事实》由美术史论系2003、2004级本科学生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课程论文（吕澎
老师主讲）编撰而成。
 《艺术的历史与事实》分为上下卷，此次出版的是1900-1949之间的研究文集，1950-1999部分将在本学
期完成。
在“下卷”出版后，两本文集将共同构成这一百年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文献。
文集的论文选题是在老师指导、学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吕澎老师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使同学们不仅夯实了写作基本功、了解了
论文写作的基本学术规范，同时也学习到了出版编辑技巧，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创作和日后美术史研究
方面的能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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