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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山水画、花鸟画相较，人物画创作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中一直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近百年来，由于徐悲鸿对素描基础的提倡、延安革命写实传统的延续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
的引进，人物画创作逐渐跃升为现代中国画的主流。
其画家之众、作品之多，几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人物画由于意识形态性强，不易把握；人性复杂，不易洞察；风格繁多，不易分类；脉络错综，
不易梳理，又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相对薄弱的部分。
　　青年美术学家裔萼，以她充满活力的理论勇气知难而进，在她的硕士论文《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
再认识》和著作《徐悲鸿画论》、《李苦禅》、《凝固的音乐——中国古代雕塑》、《文艺复兴时期
的大师》、《康定斯基论艺》、《抽象表现主义》等累累硕果的基础上，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
》申报了“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文化部青年专项课题”。
这部书，就是这一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这部书有以下特点：　　一是定位明确。
裔萼并不企图一下子写出一部包罗齐全的中国人物画通史，而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锁定20世纪的
百年；在国、油、版、年、连、宣诸画种中单挑一“国”字切入，这样的时空坐标，便于集中精力突
破一方。
而在追踪中国画人物画的发展时，则把视野放开，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多变的社会现实来透视绘画风
格的内涵。
这样把以小见大和以大观小结合起来，有利于课题做深、做精、做细。
　　她围绕百年中国人物画这一定位，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利用自己在中国美术馆理论
部工作之便，陆续访谈了许多人物画家，挖掘了许多新鲜的第手资料，整理出《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
大事记》、《二十世纪重要人物画家一览表》等年表和图录，把对中国人物画百年形象长廊的考察之
旅，建立在坚实的史料根基之上。
　　二是脉络清晰。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没有简单地堆砌或罗列画家画作，而是紧紧扣住“入世与出世”的主线
，通过“红尘悲欢”（1900～1929）、“国难写真”（1930～1948）、“走向工农”（1949～1965）、
一文革’洪流”（1966～1976）、“多元共存”（1977～2000）五个单元，深入考察了人物画家与主流
意识形态的关系；描绘了人物画家与被画的现实人物、历史人物、文学人物、戏剧人物乃至传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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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以20世纪为界，以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画人物画为切入点，观照中国
绘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演变历程。
在纷繁的史料基础上，梳理20世纪中国人物画发展的脉络，考察20世纪中国人物画与社会现实的密切
关系，分析其风格语言、笔墨技法的变化，并探求影响人物画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人物画发展的内在
规律。
　　20世纪伊始，曾经玄虚高迈、超凡脱俗的中国人物画开始了一个不断入世、回归红尘的历程。
她首先从“世外”回到了“人间”，人间烟火逐渐弥漫于人物画坛，寻常生活开始活跃于画面之上，
曾经被摒弃的人间情味成为画家们的兴趣所在；3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一部分人物
画家进一步深入民间，底层民众的疾苦使他们的画笔沉重而有力；50年代以后，人物画家们开始走向
工农兵，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表现的对象，他们努力贴近工农兵并期望成为其中的一员，到70年代后期
，中国人物画以及人物画家彻底完成了这一“下凡”历程。
80年代以后，中国人物画逐渐走出“工农兵”的表现范围，在人生广阔的天地之中探索世情、人性，
并寻找人的“自我”和艺术的“自我”，在人与画的双重回归中，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多姿多彩的多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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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裔萼，1971年生于江苏滨海。
1991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1995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系，师从著名美术
理论家翟墨先生，1998年获硕士学位并留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现代美术研究室，1999年调入中
国美术馆。
现任中国美术馆学术二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2001年独立承担“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研究工作。
发表《徐悲鸿写实教育体系再认识》、《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影响》等论文，出版《徐悲鸿
画论》、《李苦禅》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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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改造二、形式的改造三、题材的改造第三节　深入生活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一、徐悲鸿学派二、叶
浅予和黄胄三、石鲁四、新浙派人物画五、刘文西与陕西人物画六、王盛烈与东北人物画第四节　反
映现实的新工笔人物画第五节　传统人物画家的新课题一、被赋予现实意义的历史人物画二、传统人
物画家的现实题材作品三、别具意味的游移——兼攻与转攻人物画的山水和花鸟画家四、新中国建设
图小结第四章　“文革”洪流第一节　革命化的思想改造——画革命画做革命人第二节　革命化的创
作题材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革命模范二、革命领袖三、革命情感的表达第三节　革命化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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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节　业余化的美术创作队伍和集体化的创作形式小结第五章　多元共存第一节　从一枝独秀到三足
鼎立第二节　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新发展一、真情实感的倾注二、批判性锋芒的显现三、个人风格的凸
显四、史诗性与崇高感的强化五、笔情墨趣的追求六、气韵与风神的彰显第三节　表现性水墨人物画
的兴起一、周思聪的《矿工图》组画二、表现性革命历史人物画三、表现性乡土水墨人物画四、表现
性都市水墨人物画五、表现性彩墨人物画六、表现性水墨人像第四节　写意水墨人物画的兴盛一、自
由的释放二、意象造型法则的重读三、对人性的重新审视第五节　工笔人物画的振兴一、中国当代工
笔画学会二、群星璀璨的工笔人物画坛小结结语彩图欣赏附录附录一：人物画家访谈录附录二：二十
世纪中国人物画大事记附录三：二十世纪重要人物画家一览表附录四：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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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深入生活的写实水墨人物画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物画通过一系列的改造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t其最突出的成果体现于表现工农兵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崛起。
正规而系统的素描训练，提高了中国人物画家的写实水平；深厚而悠久的水墨传统，强化了中国人物
画家的笔墨感觉；深入生活、表现工农兵的时代要求，培养了中国人物画家处理现实题材的能力，这
三方面的因素促使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兴起。
　　1953年和1955年的第一、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证实了中国画转机的来临，同时也预示着写实水墨
人物画的兴起。
在这两次展览会中，涌现出一批出色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作品，如黄胄的《爹去打老蒋》、关山月的《
新开发的公路》、石鲁的《古长城外》、叶浅予的《拉卜楞舞》、蒋兆和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
叔叔》等。
1954年3月，在武汉市的一次国画展览中，汤文选的《婆媳上冬学》、陈少丰的（（老大爷你掉了东西
没有》、关山月的《戏雪》、黎雄才的《把余粮卖给国家》等水墨人物画受到群众的好评。
5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人物画在整个国画领域还是薄弱环节，但是，写实水墨人物画开始有了不俗的
表现。
在1956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览会中，一批优秀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如黄胄的《打马球》、李斛的《印度妇女》、汤文选的《说什么我也要入社》、方增先的《粒粒
皆辛苦》、陆俨少的《教妈妈识字》、周昌谷的《回家路上》、蒋兆和的《读报》、黄子曦的《入社
》、杜重划的《上市去》等。
在1957年8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中，中国画人物画作品占有很大的比例，优
秀的作品有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吴静波的《革命的风暴》、北京中国画家合作的《红军长征图卷
》、应野平的《高山低头，江水让路》、程十髪的（（欢乐的泼水节》、陈洞庭的《广州解放了》等
。
1958年12月举办于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中，江苏中国画院集体创作的《为钢铁
而战》、李琦的《毛主席在十三陵工地》、李硕卿的《移山填谷》、魏紫熙《风雪无阻》、杨之光的
《雪夜送饭》等人物画作品，代表了50年代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艺坛上代表中国绘画形象的是写实水墨人物画。
在第五届（1955年）、第六届（1957年）以及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展览会（1959年）中，获得
金质奖的三幅作品均是写实水墨人物画作品，它们是周昌谷的（（两只羊羔》、黄胄的《洪荒风雪》
以及杨之光的《雪夜送饭》，这不仅给中国艺坛带来了荣誉，也极大地鼓舞了写实水墨人物画家的创
作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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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问世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从纵向上梳理了20世纪各时期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脉络，　　20世纪中
国画坛最引人注目的画种首推人物画。
　　这个曾在汉唐主宰画坛，　　而到了元代则渐趋衰落的画种，　　在20世纪又重放异彩。
　　但是目前国内尚无一本有关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专著，　　分析了重要的人物画家和代表性作品
；　　从横向上分析了多个流派的涨落沉浮，　　基本廓清了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概貌。
　　史料翔实，评述恰当，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　　为中国人物
画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颂雅风艺术理论丛书》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集多年出版经验精心为读
者打造的一套艺术理论丛书。
《颂雅风艺术理论丛书》旨在向美术研究者、艺术爱好者介绍国内外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动艺术
理论的研究向着学术化、专业化、国际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
内容包括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美术院校的优秀硕士博士论文等。
　　关注学术动态，为美术史论界积累全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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