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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试问在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中，有哪一位艺术家对今天的当代艺术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我的答案必然是林风眠。
也许，作为一个学术界导师，徐悲鸿曾表现出更为实际的功能，他在绘画中强调素描为艺术的基础，
而且非常清楚当时的中国艺术家们面临西方挑战之所需。
但他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却着眼不深，他的努力是在刻意综合中西两个传统的前提下结合中国和西方的
材料(媒材)和技法。
    而我所理解的林风眠的意义在于，他的艺术和教学将“融合”指向一个远而深刻的概念，他所从事
的不是简单的风格上的某种合成，而是一个伴随着艺术家赋予想象力的创造过程，和表达出艺术家自
己的经验感觉。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他的门下培养了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一些最具创造性的现
代中国艺术家。
    今天，林风眠的重要性，通过他八十年前创立的杭州艺术学院的主题研讨会和本部传记，得到了应
有的评价，这是非常及时的和令人欣慰的。
刘世敏教授怀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心研究了林风眠的一生，这里展现了1949年之后他所经历的那些曾
经困扰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疯狂年代的考验。
林风眠历经坎坷，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饱受磨难，然而在他最后三十年的作品中，却很少表现发生
在他身边的动荡不安。
他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见到一种内心的平和，而时代的张力潜伏在它的
表面之下。
只是偶尔地，在1989年完成的《基督受难》和《痛苦》——二十世纪20年代风眠油画符号的一个晚年
回声中，呈现出他的内心压力和忧郁。
    在本书中，刘教授呈现给我们的是关于林风眠的一部完整故事。
她对这位非凡艺术家的认识和了解是深刻的。
我在此祝贺她的工作，并希望她的著作获得应有的成功。
    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    牛津大学    2008年3月    (作者系牛津大学教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风眠>>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独具医心，通过采用综合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史实再现和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手法，对海内
外历史文献的钩沉发微，严谨考据，相关人物专访，以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以林风眠的求学、办
学、艺术、革命、摸索的艺术人生为主线，书写成一部较翔实的现代艺术与现代美术教育编年史，是
研究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现代艺术不可多得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
同时本书通过林风眠92载春秋漫长人生的艺术之路，再现了当时真实复杂的社会背景，再王觅了中国
现代艺术及艺术教育的发展过程，及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上世纪30年代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学术群体曾经
有过的精神和陨没。
通过林风眠命途多舛、屡踣屡起、屡起屡踣的一生，对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势力的斗争与妥协，作
者对林风眠性格多重性的表述，体现出传主所处险恶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官场及派系的纷争与角逐，
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性的弱点、部分知识分子软骨的共性。
本书刻画出林风眠作为中国艺术教育先驱，中国现代艺术奠基人当之无愧的鲜活形象和对其巨擘地位
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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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世敏，澳大利亚某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万水独行——林风眠传》，台湾阁林国际出版有限公
司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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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89年12月，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美术馆到林风眠家乡梅州举办“林风眠画展”，展
出作品80幅。
“梅州人第一次看到林风眠的原作，甚至许多人是第一次知道家乡出了这么一位载誉海内外的大画家
。
毕竟是家乡人的目光透彻，他们看到林风眠的几幅山水，一下子就欢欣地指点起来，说那山水是画的
阁公岭的。
许多旅居海外的梅县客家人，也都一目了然地评点着。
”梅梅州和阁公岭的自然山水，影响了林风眠一生的创作，山村里的风光“像一幅一幅的画，不时的
在脑海中显现出来”。
林风眠说：“我想也许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山村里，对大自然的爱好，成为一种习惯，不管到什么地方
去旅行，只要能从车窗中望见外面，不管怎样的景色，也许看来是最平淡的东西，在平原上几株树，
几间小屋，一条河，铁路旁边的一沟水，水里有许多荷叶，我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我最怕夜车，黑夜里看不见外面，如果睡不着那就比什么都难过了。
”梅州是古代嘉应州的州府所在地，这座古城青山绿水，钟灵毓秀，的确令人怀念，它是粤东古老的
重镇，是个文化之乡，这里有崇文重教的历史。
梅江发源于广东省陆丰与紫金交界的武顶山七星岽，全长307公里，流经梅县境内有90公里，悠悠梅江
水，不知养育了多少客家先贤，翻开梅州这块风水宝地的历史，“仅清代就出翰林十八人，文进士六
十八人，武进士二十二人。
”近、现代各种人才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自古以来，出圣、出贤尽在朝阳俊秀之处，藏风纳气之地。
”梅州的风水地域特点堪称典型。
北京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于希贤认为：“西方地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传入我国，在大学里设立地理学
系还是本世纪20年代的事。
在此之前长达四千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自有一套地理学的理论与体系，其指导思想与基础理论就
是《易经》与《内经》。
中国古代的许多地理学伟大成就，众多的城市，寺庙，村落，民宅的选址与规划布局，在西方地理学
传入中国之前，自有一套传统的办法与传统的理论体系。
其古都选址，布局，规划，建设，使西方的地理学家，建筑学家叹为观止！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日本汉学家高桥稔教授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风水，实际就是西方所
说的环艺设计”。
客家人居住环境就是实证。
客家人居住的环境，应用中国人自己传统环艺设计，即风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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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风眠: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和现代绘画的奠基人》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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