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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视1840—1999年中国美术及社会的发展进程
　　为中国近现代美术乃至文化“正名”的理论创新
　　十年磨一剑的高端研究宏篇大作
　　为了回应中国艺术自我阐释话语在世界当代艺坛上的缺失状态，使中国经验真正贡献于全人类，
潘公凯教授坚守着为中国文化“正名”的宏大抱负，自1999年组建起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组
，经过数十次各种研讨会的反复论证，在全面反思现代性研究的基础上，以“人类巨变”的“未来视
野”为潜在维度，关注“现代事件”本身的“连锁突变”独创性地将“自觉”作为区分传统与现代的
标识，以“四大主义”——“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作为中
国“现代主义”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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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公凯，著名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学渊源，父亲为中国画大家潘天寿。
1996年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调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在15年的校长生涯中，使这两所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学院迅速发展为世界一流的美术学院。

　　80年代以来，潘公凯提出的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两端深入”的学术主张，在中国美术
界有重要影响。
论著有《中国绘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潘天寿评传》等。
主编《现代设计大系》、《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
近几年主持“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学术课题的研究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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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美术？

绪 论（1840—2000）
第一篇（ 1840—1919
第一章 中国近代美术的生存环境
第二章 “西画东渐”与近代都市通俗美术的兴起
第三章 近代中国画的自律性演进
第四章 问题探讨
第二篇（1919—1949）
第一章 中国现代美术的开端
第二章 中国画现代转型的自觉选择
第三章 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植入与生成
第四章 西画东渐中的自觉性移植
第五章 “大众主义”美术 ——文化精英的双重拯救
第六章 问题探讨
第三篇（1949—1976）
第一章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第二章 传统主线的断裂和中国画的改造
第三章 “油画民族化”与俄苏美术的引进
第四章 美术大众化的全面展开
第五章 “文革美术”——“大众主义”美术的极端化表现
第六章 问题探讨
第四篇（1976—2000）
第一章 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第二章 “85 美术新潮”与活跃的多元局面
第三章 现代性语境下的世纪末沉潜
第四章 问题探讨
结束语
附 录
后 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章节摘录

　　常态和非常态是相对而言的。
这里所谓常态，特指日常生活中被特定的功利实用目的所引导、制约、影响的主体部分，它被组织在
一个指向实利目的的逻辑之网中，并由此获得意义。
非常态则突出了艺术品从日常生活的形式和意义中孤离出来，阻断其与常态形式和意义的逻辑联系，
成为与常态生活迥然有别的孤立系统的倾向。
　　在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为常态，悖离这种日常经验的为非常态。
同理，人们习以为常的艺术形式为常态，而悖离这种日常经验的艺术形式为非常态。
这是一根不断发展变易而始终不断的链条。
但无论生活怎样发展变易，无论艺术形式如何变化，常态与非常态或艺术与生活的区分却永远存在。
常态的事物在常态现实中显示出它的意义，而非常态也只有相对于常态才具有意义。
从西方艺术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艺术的出现是相对于生活的常态而言的，但从艺术开始独立，到追求虚幻的真实，到追求形式语
言的纯化，再到现代艺术开辟了极为广阔的艺术空间，艺术的形式和人们对艺术的认识不断扩展。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艺术中的一切几乎都变了，唯有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没有变，艺术的非常态特性没
有变。
这表明，无论当代艺术怎样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无论今天的艺术与以往的如何不同，艺术始终
保持着其与生活的距离而没有等同于生活，艺术也正是在这样的“限制”中不断拓展开来，不断保持
自己的创造力。
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或与生活的界限，艺术不仅不可能有新的拓展，甚至艺术本身的存在也是不可能
的。
　　西方现代艺术形态的拓展和“越界”，对中国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量涌入，在艺术形态上，西方的各种艺术形式在中
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大大丰富和改造了中国的艺术；在艺术观念上，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冲
击，最重要的就是对“创新”的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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