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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美术教育奠基人刘海粟于1912年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
在南京艺术学院的百年历史中，任教的名家，大师数不胜数。
而“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系列丛书”以一批长期执教于南艺且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美
术名家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深入剖析，以便真实地还原其艺术创作情境和社会历史情境，也从
侧面还原和构建南艺的百年发展史。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刘海粟》为其中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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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另一角度看，刘海粟提出了这些重要范畴，也是他对中国画创作中的无病呻吟
、谨毛失貌的批评和反对。
当然创作中仅有感受、灵感还不行，还必须有好的、外在的笔墨表现。
他说：“笔墨是什么呢？
就是完成表现面面的东西，没有笔墨，就不能表现，有这个笔墨就可以表现意境与形神。
形神、意境不能单独存在，一定要通过笔墨才能表达出来。
” 横跨大半个世纪，刘海粟的中国画创作，不只是受到“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内养和实践、知
与行的培育、浇灌，而且受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不只是依
靠他的不一般的艺术素质和聪明才智，更依靠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
他认为生命要赋予岁月，岁月更要赋予生命。
 在整个中国画创作中，“师古人，师造化”、“推陈出新”等，绝不是用来标榜自己的漂亮的口头禅
，而是实实在在推进笔墨表现力的领航灯标。
 他十分注重学习浩瀚博大的中国画优良传统。
他收藏的历代书画精品甚多，揣摩赏鉴，反复把玩。
他临抚过的真迹，据已故谢海燕教授介绍，就有唐代王维、韩混，五代关仝、董源、巨然，宋代米芾
父子、赵佶、马远、夏圭，元代高克恭、吴镇、倪瓒，明代沈周、张路、唐寅、仇英、陈道复、徐渭
、董其昌、李流芳、黄道周、倪元璐，清代石豁、梅清、朱耷、原济、恽寿平、邹喆、李觯、罗聘等
，先后纵贯千余年；题材涉及山水、花鸟、走兽、人物；艺术样式有写意，有工笔，有重彩，有浅绛
，有水墨，有白描，真是丰富多彩，应有尽有。
 值得指出的是，刘海粟在师法传统的书画实践中，不是被动地“泥古不化”，而是积极地领悟原作的
神韵，把握时代的气候，积极发扬临摹中的创造精神。
其实临摹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在艺术精神上学习古人、与古人对话的过程。
刘海粟常常用“与清湘血战”、“笑倒青藤，骇煞白阳”来表达自己面对古人优秀作品的一种平视角
度和较量中期求前进的信心。
他临摹的作品，既保存了原作的精粹、精华，又增添了自己的体悟、体会，更有一番新的意味和神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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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刘海粟》以一批长期执教于南艺且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美术名
家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深入剖析，以便真实地还原其艺术创作情境和社会历史情境，也从侧面
还原和构建南艺的百年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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