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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久前，有一位外国研究当代美术的学者对我说：“你们中国画迈的步子太小，大致的面貌和我前几
年看到的印象相差不大。
”我笑着回答说：“你的观察大致不错，假如中国画的面貌变化得像西方前卫艺术那么快，就不成为
其中国画了！
”他反问：“何作此论？
”我和他讲了下面一番道理。
“凡讲究传统的古典艺术，因为注重法则和格律，都是缓步探索前进方向的，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绘
画从14世纪到16世纪，延续历程N-g多年，即使到了样式主义、巴洛克阶段，写实的风格面貌也没有
发生彻底变化。
法国古典主义绘画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西方绘画是从印象主义之后大踏步前进的，打着反传统的旗帜，这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包括近代哲
学有密切的关系。
简言之，欧洲古典文化和艺术风格面貌的变化是逐渐的，是渐变；而现代文化和艺术风格面貌的变化
是快速的，是突变的形式。
中国文化和艺术在古代也是变化缓慢的，是农业社会的节奏。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处在大变动之中，文化和艺术也加快了变化的步伐。
就中国画来说，20世纪以来面临时代进步的步伐，接受了大众化的洗礼，承受了写实绘画的冲击，面
貌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
但在西方人看来，似乎变化不大。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大致说来是因为中国绘画传统悠久，根基深，它依据的美学观不追求新异，而在
意传统功力中所包含的意蕴；它的语言体系与西方不同，较少受科技与物质文明联系，一向在意于精
神的象征性表达；从事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尤其是山水画和花鸟画家，往往通过笔墨情趣寄寓自己
对客观世界的感受⋯⋯这种有异于西方艺术的表现语言，需要有中国文化修养的眼睛和心灵去欣赏与
体会。
可惜，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西方人真正能深入理解中国画的人至今为数寥寥。
此外也不能不承认，由于传统深，前进时的包袱也就重，这是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中国艺术家们必须面
临的课题。
通过20世纪中国画经历的种种坎坷路程，我们开始懂得，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保护好国画传统，不但不
能‘让前人积累的经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丢掉，而且还要使它发扬光大。
所谓发扬光大，就是既要承继前人的成就，还要有所革新，要在深刻体会时代变革和社会需要的基础
上，按照中国画本身的原理和规律去做新的探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8\2009中国画艺术年鉴�>>

内容概要

　　《2008：2009中国画艺术年鉴（套装全2册）》汇集画家访谈、随笔、画评五十万余字，中国画作
品近一千幅。
 本书认真研究和及时反映中国画的创作动向，总结名家们的艺术经验，积极扶植新人新作。
 中国画艺术年鉴，年复一年，以自己的工作耐心地促进中国画在渐变中的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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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完整链条上面不可或缺的环节。
龙：从文化发展这一块儿来说，也是建立在集体的认知和共识上面，因为个性的东西不管发展到什么
程度，也是或多或少会受到整体的局限，特别是在当前的环境当中，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国家有大的
世界观、价值观，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市场经济和党的方针政策，这尽管是国家的一种大的价值判断和
取向问题，但是也会对个人的生活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作用，而本身需要更深层次的建构，因为涉及
到民族、文化等等不同领域，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而拓展到具体每一个领域里面，比如像在
艺术中，是无法回避的，那么我们的艺术规律的发展，就需要我们思考，这就是大的文化形态问题，
所以在我们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形态中，在艺术范畴、价值取向和文化方向这些问题都夹杂在一起的时
候，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需了。
陈：其实有时候是当局者迷，可能是因为一种正在进行时的原因，使周边环境和社会总体的走向会有
所忽略。
龙：我们国家也提出来，以民族文化复兴为己任的艺术创作理念。
这和我们中国画的创作联系得又是十分紧密的，我们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蕴涵了中国传统的文
化精神。
而对于民族文化和传统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些看法，传统和非传统有没有明确的界限？
或者说当代艺术有没有边界？
我们所说的传统应该是一个有机结合的链，实际上很多艺术分类也是相对模糊的，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或者说互相有交集和延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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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8\2009中国画艺术年鉴(套装上下册)》：2008-2009中国画艺术年鉴，汇集画家访谈随笔，画评五
十万余字，中国画作品近一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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