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田黎明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田黎明 卷>>

13位ISBN编号：9787548003090

10位ISBN编号：7548003099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江西美术出版社

作者：殷双喜，陈政  总主编，付京生  分册主编

页数：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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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田黎明 >>

前言

　　作为中国画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史著作，唐代艺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反映了
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深刻的艺术史意识，这种艺术史意识体现在张彦远对于绘画的发展具有一种在历史
空间中观察其流变的卓越眼光。
在《历代名画记》中，第一章是“叙画之源流”，第二章是“叙画之兴废”，第五章是“叙师资传授
南北时代”，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文脉意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章，张彦远在这里讨论了对绘画的鉴赏与收藏，必须了解画家的师承传授，南
北地域差异以及古今不同时代的风物，结论为“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精通者所宜详
辨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以议乎画”。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画界和收藏界，多有不知画之源流兴废，师资传授，南北之辨，古今之异的自
以为是者，指点江山，纵横画坛。
在当代中国画坛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其实对中国画的传统和当代中国画家的传承缺少研究。
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画的一种奇特现象，某些欺世盗名的画家往往混迹于真正优秀的画家群体中，良
莠并存，借助媒体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画的欣赏收藏和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一位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的价值在于何处？
他是如何学习、思考、继承、发展中国画传统的？
他的艺术语言有何特征？
他对于中国画的历史有何贡献？
所有这些，都激发起我们对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的生活、学习、创作乃至行旅交友的浓厚兴趣。
而一批这样的优秀画家，则在整体上展现了当代中国画的主流面貌，有助于我们以更为宏观的眼光了
解和判断中国画的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国内专家，多方搜求，编辑出版了这套《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丛书。
试图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中，展示当代优秀中国画画家的整体面貌，为
读者走近画家和他的工作室，走进画家的生活和思想提供真实而全面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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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丛书试图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中，展示当代优
秀中国画画家的整体面貌，为读者走近画家和他的工作室，走进画家的生活和思想提供真实而全面的
视野。
尽力解读他们对于当代文化的建设性意义，同时也力图将诸位画家的作品与艺术思想，向关心中华文
化发展的人们做一个整体性的展示。
本书为田黎明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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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1960年至1966年，因提倡“油画民族化”而派生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素描观念和技法语
言中，来自前苏联画家费逊惯用边缘线和卡线的素描手法，也已经在罗工柳等先生的推介下，进入到
当时青年画家的素描意识中。
现在看来，田黎明的《哈萨克老人》、《哈萨克妇女》、《哈萨克牧民》等素描头像虽立基“全因素
素描”造型原理，但却融合了来自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和巴巴的结构素描理念，而来自前苏联画家费逊
的那种多有边缘线和卡线的素描方式，也已经成为青年田黎明素描手法的重要支撑。
　　1976年前后，21岁的田黎明正是通过对与“油画民族化”有关而派生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素描
观念的理解和把握，而使他既获得了综合视觉图像语言而进入到视觉图像语言深层知识构造中进行感
性的创造的特殊能力，又使自己的创作建立起了清醒的民族话语意识理念。
譬如，1980年田黎明（25岁）所画《老大爷》、《梁大娘》，便是既对“全因素素描”有着深刻的理
解，而又对“结构素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感性表达的产物。
如是的素描风格的研究、探索和实践，对田黎明此后的成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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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画有没有文脉，要不要文脉.似乎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应该承认，大多数艺术家、评论家还是期许“文脉”之存在的。
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到广泛认同即是。
　　创作冲动的形成，首先要求艺术宗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这无可非议，但有什么样的生活
积累和情感积累，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课题。
如果我们借用“道”与“器”的概念来对这一课题进行解构，那么我们站在“道”的高度.多从哲学、
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的意义出发，为中国画构勒出在当代的一条文脉通道，未必不是中国画这一
艺术样式的幸事。
　　——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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