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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绘画与现代设计的先驱，中国美术界学贯中西的教育家，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中央工艺美
术学院的主要创建人庞薰琹，从1956年到1985年去世止，一直工作在自己青年时代曾梦想的祖国的艺
术设计学院。
他献身艺术教育的使命意识，强国的社会责任意识，民族受辱的尊严意识，文化融合的寻根意识，使
他长期生活在艺术理想的世界中。
历史告诉我们，庞薰琹为中国现代艺术的理想，为中国第一所艺术设计学院的诞生和建设奉献了自己
的一生。
2005年，庞薰琹逝世20周年。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别立项，决定对庞薰琹艺术与艺术教育思想作全面的梳
理与研究。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专项资助研究经费，招收周爱民博士作为博士后承担这一研究课题，周爱民历时两
年完成了这项工作，令人欣喜。
周爱民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教育与庞薰琹思想体系的关联，阐述分析了中国现代绘画
与现代设计教育的时代背景，包括有关的开启与形成、理想信念与文化特征等，其成果不仅是庞薰琹
艺术与艺术教育思想的总结，而且也是对大学艺术教育文化精神的分析和清理，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
现代绘画与现代设计的教育研究具有补缺的意义。
庞薰琹1906年出生于江南古琴之乡常熟，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19岁去法国留学。
他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赴法留学的年轻艺术家之一。
早在30年代，这位胸怀大志的艺术家就树立了民族文化自信与自强的独立思想和信念，主张全面吸纳
外来文化之所长，过滤和吸收古今一切好的东西，他说：“传统，就是边传边统。
”这种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相比今天对西方文化的追随与模仿、恐惧与排斥的现象，尤显难得的从
容与大度。
想当初，庞薰琹和他的决澜社朋友们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超越社会现实的价值观，超越宗教和文
学的桎梏，为恢复绘画本体，开辟人性审美新天地，力图掘出一条现代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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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庞薰琹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现代设计艺术教育的开创者。
他广泛涉足绘画、工艺美术设计、设计艺术教育和装饰艺术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卓著成就。
庞薰琹的艺术实践是百年来中国现代绘画与现代设计开篇的缩影，无论是组织领导“决澜社”艺术运
动，或是开创中国现代设计艺术教育，他的艺术探索始终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
起。
本书在研究庞薰琹个人的艺术活动和艺术成就的同时，也以他的艺术经历为线索，对中国现代美术运
动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开启与形成，对中国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在中西融合基础上进行创新的文化特点
等展开研究。
    庞薰琹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坚实地建立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国现实社会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他
的艺术探索及理论研究开启了中国绘画与现代设计的东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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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薰琹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现代设计艺术教育的开创者。
他广泛涉足绘画、工艺美术设计、设计艺术教育和装饰艺术研究等领域，并取得了卓著成就。
庞薰琹的艺术实践是百年来中国现代绘画与现代设计开篇的缩影，无论是组织领导“决澜社”艺术运
动，或是开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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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康有为开始了长达16年流亡海外的生活。
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考察各国政治制度、工商贸易和文物
古迹等。
康有为曾“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九至德，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
各国”。
在游历这些国家时，康有为对意大利的艺术感触颇深，他深深地被罗马古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所
吸引。
在拉斐尔的画作前，他感叹：“吾国绘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
”而且，康有为清醒地意识到，改进画法不只是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且与世界蓬勃兴起的工商业
密切相关。
他说，艺术变法“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
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康有为重申了这样的看法。
这虽是一篇关于“藏画”和“论画”的文章，但是康有为对于绘画的目的、功能和范畴的认识已经宽
泛起来。
他提出的绘画变革主张，其目的包括两方面：一是倡导中国六朝唐宋时期的写实绘画传统，“以复古
而更新”；二是以绘画辅佐中国社会急需发展的工商业，“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
可言”。
康有为提到的两点，实际上已经触及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变革的两项重要内容：建立与中国社会发展相
适应的现代绘画与现代设计。
康有为变革中国绘画的主张成为20世纪初兴起的“美术革命”的先声。
随着西学东渐走向深入，中国人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美术的帷幕被拉开。
继留学日本的潮流之后，留学欧洲，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美术的另一个重要选择。
尽管到日本学习，有着“文同、路近、费省”等诸多便利条件，但是日本毕竟只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
的通道和走廊。
到欧洲去，到世界艺术的中心——法国去，成为中国美术青年学习西方美术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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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是紧张而愉快的。
首先，我要感谢合作导师刘巨德教授及夫人钟蜀珩教授在学业和生活上给予的帮助，刘巨德教授深厚
的学养、宽厚的人品感染了我。
记得进流动站后不久，刘老师在繁忙之中特地抽出时间带我到常熟庞薰琹美术馆查找资料，我在站的
科研课题研究就此开始。
庞薰琹美术馆的吴文雄馆长及工作人员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看作品，查档案、找文献⋯⋯在三天的
时间里我们可以说是马不停蹄。
一天清晨，吴文雄馆长陪我们在虞山脚下的兴福禅寺小坐。
江南12月的清晨，湿润的空气中有几分寒意，禅寺是格外的寂静，我们各人泡了一杯热茶坐在一湾池
水边。
刘老师讲起他从庞薰琹先生学习的故事，也谈及庞薰琹、吴冠中、张仃等老先生的艺术人生。
他说：薰，香草名，有和暖、温和的意思；荼，是一种苦菜，也指一种野地里的茅草白花，白花花一
大片，所谓如火如荼；它，是一种北方的蛇⋯⋯刘老师从字义言及几位老先生的艺术个性，娓娓道来
，我一下子沉浸其中，并兴奋起来——原来中国文化里有如此多的玄机，它可以让人更通透地领悟艺
术与人生。
这次考察，我获取的不只是研究资料，更拓宽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视野，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思
想中寻找理论研究的问题，成为我的研究兴趣点。
我深感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省悟晚，知识薄，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努力追吧！
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环境的特殊性，相应地使我的研究领域由原来专门从事美术问题的研究，扩展至
设计艺术和艺术教育问题的研究，这既是我在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也是我通过研究在知识上获益
匪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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