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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早期西画家的社团活动，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意义的现象。
在整个儿20世纪，这些社团存在的时间虽然是昙花一现，实际上它和前后诸多艺术发展含有或隐或现
的承接、延续关系。
而从近年中国现代艺术史成果看，对这方面还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
因此，杜少虎提出以20世纪早期西画社团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的设想后，我立即给予支持，并得
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术专业诸位老师的赞许。
　　杜少虎在中国美术史领域有比较广泛的知识积累，也有美术创作和设计方面的实践经验。
但他对早期西画历史上的社团研究，从一开始就以登高临深的心态谨严着手。
史料的欠缺与紊乱，是进入这一学术领域难以逾越的障碍。
少虎知难而进，在收集、阅读和整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
经过他的努力和各方面专家的帮助、指引，在早期西画社团史料的掌握上，拾遗补漏，成绩可观。
论文对20世纪初期艺术社团的历史渊源，发展格局；重点社团及其核心人物的活动与艺术影响等等问
题的阐述与评说，都是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展开的。
　　早期西画社团活动，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它的活动范围也限于东南沿海大都
市之内。
但它的出现、发展与影响，却与前后左右的文化变革有深广的联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画社团这一短暂事物，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新旧文化交融激荡的产物。
如果仅从西方绘画进入中国这一角度观察西画社团，显然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其来龙去脉。
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困难在此，这一历史问题的引人入胜也在此。
杜少虎的论文，正是在这里突破了一般学位论文的写作模式。
他从不同角度展开多方面的史实，并力图多角度地深人开掘，不停留于给出某种规范的解释，而是在
梳理、分析、阐述历史现象的时候，接触多方面的文化问题，提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多种亟待解决
的问题。
　　在杜少虎完成他的学位论文初稿时，我们交换意见，曾提到以这篇论文为起点，对中国西画历史
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读了经过修改的论文之后，我对少虎的研究成果感到欣然，同时也对他的艺术史研究产生了更为迫切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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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画社团这一短暂事物，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新旧文化交融激荡的产物。
如果仅从西方绘画进入中国这一角度观察西画社团，显然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其来龙去脉。
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困难在此，这一历史问题的引人入胜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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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泰西的写实画法曾一度引起中国普通民众的惊讶和宫廷贵族的好奇，但在观念层面，仍受到
中国本位文化，以及传统审美意识形态和主流文人画的抵触和排斥。
实际上，西画东渐是中西文化互相交融与吸收，外来文化中国化、中国绘画现代化逐渐演进的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大约经历了四次高潮：一、明万历时期是西画东渐的“第一高峰”。
该时期是西方绘画传人中国的肇始期，当时西洋画仅仅是传教的附属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耶稣会
士罗明坚，他于万历七年（1579年）来到广东的肇庆。
在他的行李中，就有手绘圣像。
总督在检点他们携带的物品时极其高兴，因为“发现有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之后两年，利
玛窦继来中国，亦携有宗教画，据金尼阁回忆，肇庆百姓“⋯⋯诧异地望着圣母的小像”。
。
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进贡给明万历帝的礼品中就有油画。
这些被带到中国来的西洋画作品，开始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中国的民间和宫廷首次以惊讶和新奇的
目光来审视西方绘画。
传教士们因此受到启发，初次意识到美术品的重要价值。
二、清康熙至乾隆时期，为近代西画东渐的“第二高峰”。
此期的特点是擅长绘画的西方传教士纷纷进入清官廷内供职作画，成为中国宫廷画家，开始了折中中
西画法的新尝试，并以此促进传教事业。
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就曾为康熙帝的园林绘制壁画，致使“朝中贵人见之者，咸惊羡不已”。
在此期间，以郎世宁、潘廷章、王致诚、艾启蒙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国传教士画家开始出现。
他们均以绘画供奉内廷，从而把西方的油画技法带进皇宫，影响了宫内的中国画家。
同时，他们又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因此，他们的绘画作品具有中西合璧的画风。
三、清代嘉庆、同治年问，广东外销画的滥觞与上海土山湾绘画馆的设立，形成了西画东渐的“第三
次高潮”。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反中国早期西画那种以西方的圣像和中国的皇族为内容的宗教气味和宫廷气息，
把油画创作的范围推向了世俗生活。
在文人画一统画坛之时，开辟了非主流绘画的谋生路径。
1750年以后，广州流行一种后来被称为“外销画”的创作。
这些画作为商品，销售给来广州的外国人，然后经商航流向欧洲。
四、清末民初时期，新式美术教育的出现是西画东渐的分水岭，西画进入美术课堂和大批美术留学生
回国是西画东渐的“第四次高潮”。
1902年，张百熙奏进《钦定学堂章程》，实施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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