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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情节性绘画在我国20世纪的绘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杜龙琪编写的这本《20世纪中国情节性绘画研究》首次对20世纪中国情节性绘画进行梳理，探讨其兴
起、兴盛至式微的过程，分析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各方面因素。

《20世纪中国情节性绘画研究》认为，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决定了美术必须承担社会改良、启蒙、
救亡、革命动员等历史任务，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情节性绘画的兴盛。
而由于情节叙事与绘画本体语言之间的矛盾性，在注重绘画本体语言的西方现代艺术和中国文人画传
统的双重背景下，由于社会政治原因而兴起的情节性绘画必然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走向边缘并最
终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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