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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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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的编著，着眼于将丛书所收录画家的艺术面貌特别是近期的创作态势整体
地做一个阶段性的展示，突出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
编辑重点一是着重分析画家的水墨语言，对画家的笔法、墨法和结构图式进行分析。
二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梳理中西文化两大艺术文脉对当代中国画家创作的影响。
三是在当代语境中，探讨艺术家作品的独创性以及创作主体对今天中国画创作的建设性意义。
四是以视觉欣赏的角度为主线贯穿画家作品，增强文字与作品的互相生发。
最后，本书除编者论述画家作品图式的文字外，还部分收录画家文稿，整理画家代表性的艺术观点辑
成语录，同时整理重要理论家对画家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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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双喜，江苏泰县人。
199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获艺术批评理论专业硕士学位。
200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中外美术比较研究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美术》杂志编委、
《中国雕塑》主编、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雕塑学会会长助理、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副秘书
长、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学术委员、上海油画雕塑院特聘学术主持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

书籍目录

总序山水卷·导论第一章  我家墨法我家山　第一节　范扬自述　第二节　笔厚墨沉　第三节　东方
的“印象派”式样第二章  范扬绘画题材解析　第一节　论范扬绘罗汉　第二节　范扬文人情怀的呈
现第三章  范扬辑评　陈传席　范迪安　傅京生　梅墨生　康征　贾廷峰　金玲第四章  范扬画语录　
第一节　范扬论传统　第二节　范扬谈创作　第三节　个性范扬第五章  文章千古事风雨卅年人　第
一节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第二节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第三节　画境之妙在于虚实变化　第四节　
以心为造静气得真如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我家墨法我家山　　第一节范扬自述　　我的生13是1955年1月27日。
出生在香港铜锣湾圣保罗医院，这医院现还在，我后来也去大门口照个相留念。
我祖籍是江苏南通，自小我在南通老家外婆家，小学是南通师范第二附小，通师二附，南通市小学第
一块牌子，我祖母是校长。
高中是通中，王牌学校。
通中出两种人，一种是纯抽象思维的、科学研究基础理论类的院士，如数学家杨乐；一种是最具象的
画家，如国画家范曾。
顺便说一句，范曾是我嫡亲的叔叔。
　　17岁，我高中毕业（1972年），进了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学画，学民间工艺，学剪纸，画刺
绣画稿，临《八十七神仙卷》，临宋画，练白描，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有点童子功的意思。
当时，有吴冠中、黄永玉、范曾、袁运甫、袁运生、高冠华、韩美林等大师到南通，到工艺美术研究
所讲学、作画，教授生徒，我获益匪浅。
当时，我的学友有林晓、许平、徐艺乙、卜元、冷冰川等，我们一并长成。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1978年2月入学。
美术系是老中央大学的底子，吕凤子、徐悲鸿、陈之佛、吕斯百、傅抱石等在此办学，育人无数，大
师辈出，学风正派，学术严谨。
我读四年本科，画素描、色彩，有徐明华先生教；学书法，有尉天池先生指导；国画讲座有杨建侯先
生；西洋美术史是秦宣夫先生讲授。
老师都是一流的，学生也肯努力。
1982年，我留校做了助教，后来讲师、副教授、教授，1998年任美术系主任，1999年美术系改美术学
院，我任院长。
2005年调到北京，任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研究室主任。
我画中国画，山水、人物兼及花鸟。
学师范，这都要会，也都要好。
我曾画过一幅《支前》（1984年），大场面，画得不错，中国美术馆收藏。
现在20年过去，画儿也还站得住，不是一风吹的作品。
我的山水属于浑厚一路，用水也还滋润。
传统上我下过工夫，自认是打进去了。
走出来的尝试，是要师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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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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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