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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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张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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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张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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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捷在山水画中物象的营造上，淡化具体物象，舍去个别物象具体特征的描绘，突出物象类的特
征，强调物象的观念性、概念性，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宿墨的特性和用笔的书写性，由此
而形成具有独特意味的符号。
另一点值得强调的是，张捷在山水画中对符号的重复性使用。
这种符号本身代表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语境的把握——是一种对历史上下文的关注与思考，而重复
的过程是作者思维路径的再现。
　　以上首先从整体上对张捷的创作有了概念性的把握，事实上艺术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必然会
受到许多现实条件的影响，比如尺幅的大小等因素。
从创作的历时性上讲，大幅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必定会远远超过小幅所用的时间，因此大
多数艺术家在对大幅作品操作之前，往往会在内心里有个整体的把握和构想，选取特定的主题，虽然
在具体的过程中艺术家会对自己的构想有些修改和完善，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一般是不会有太多的偏差
的，这就是历代中国画家所强调的“意在笔先，笔在意内”。
小幅作品则不尽相同，由于尺幅较小，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一般情况下不会太过复杂，因此可以在短
时间内完成，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更多的是注重对趣味和特定环境之下心境的表达。
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虽是小幅，但在有限的天地内如何把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念完美表现出来，对作
者能力的要求比大幅作品创作过程中所要求的可能会更高，因此小幅作品的创作无论对创作者还是鉴
赏研究者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鉴于此，在这一节中对张捷创作作品将分两部分进行分析，笔者分两部分分析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张
捷的创作作品中大幅和小幅有鲜明的特征区别——小幅多表现文人高士活动；大幅作品中则有明显的
主题意识，重在对特定环境下特定物象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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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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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求艺术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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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脉”，即为一文化发展之脉络，有前承芳古、彪炳当代、后拓来人之意。
是故、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旨在清理当代中国画发展之脉络，以期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当代中国画的
文化意义。
　　《中国画苑》编辑部编撰的集艺术研究丛书，艺术教育论著为一体的大型学术研究书系。
为做好《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张捷卷）》系的编撰工作，《中国画苑》特地组织了国内一批颇有影
响力的学者，专家担任主编和学术顾问，并成立中国画苑学术研究书系编委会，以当代中国画创作的
中坚画家为主要关注对象，旨在呈现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创作状态和发展倾向。
中国画苑学术研究书系坚持“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的编撰宗旨，以期为中国画的研究者、爱好
者提供一个详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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