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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风眠（1900—1991），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光景，所以林风眠的艺术生涯，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发
展的缩影。
他的理论，他的主张，他的呼吁，他的实践，他的创造，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他的理论立足于振兴中国艺术；他的主张顺应历史潮流。
主张中西艺术取长补短相互沟通，构筑起富有时代性、民族性、个性的艺术；他的呼吁，是呼吁艺术
界团结起来创作出不愧时代的艺术杰作而努力实践；他的实践完全证明了他的艺术理论以及艺术主张
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只要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泰斗蔡元培在本世纪20年代赴欧考察期间，当时留法学艺者不乏其
人，恰偏偏推荐林风眠回国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后来蔡元培作为大学院院长时又委
任林风眠为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筹建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蔡元培如
此器重林风眠，为什么？
现在看来并非偶然，正是因为林风眠在艺术上、学术上都要略高别人一筹的缘故吧。
    林风眠的随笔集虽然时问跨度近半个多世纪，但今天读来，依然有许多启示——    一、什么才是位
既有理论又有创造精神的学者墨画家呢？
读了林风眠的随笔集就会深深地感觉到他便是！
他的知识贯穿于古今中外、文史哲艺之中。
当然，传统的文人画图式诗书画金石集一体，画家不得不具有多方面的修养，而夸随着社会分工的细
密，圈武的变异，理论与创作实践逐渐分离；或者画家只重创作实践轻理论修养的倾向的滋长，林风
眠岂不是一位再好也没有的榜样吗？
    二、艺术观念的改变是艺术创造的前提。
当今艺术教育中凡提到基本功训练，往往只注重学生眼与手配合协调的形而下的练习。
忽视甚至把形而上的观念培葬排斥在基本功之外，造成学生基本功的片面性。
林风眠，1926年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第二年，面对振兴中国艺术之论争：一种主张革中国画的命，垒
盘向西方学习；另一种主张中国画是国粹，必须继承其传统。
林风眠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一是《东西艺术之前途）（1926年），另一是《中国画新论》
（1929年），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艺术之长正是西方艺术之短，而西方艺术之长恰恰是中国艺术之短，
中西艺术相互取长朴短，促进中国艺术之复兴。
这是林风眠的艺术主张，也是他艺术创造前的观念确立。
    三、非常思维形式是艺术创造必备的要素；所谓非常思维是相对于习惯思维的一种思维形武。
这种思维形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形态恰充满在林风眠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显现在他作品的
想象之中。
    四、时代性、民族性、个性是林风眠艺术实践苦苦求索的目标。
时代性、民族性、个性的问题，是在一篇题为《什么是我们的坦途》里提出的一个美学观点。
后来成为林风眠终身求索的目标。
这里所谓的时代性。
合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绘画表现形武表现方法的层面：另一是审美情趣的层面。
其实通常所说的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的说法，恰恰混淆了时代性的真正含义。
所以，林风眠所谓的时代性更强调“全人类意志活动的趋向上”的时代性，套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
说便是人类审美情趣上的共性把握。
因此，地球村上的各个角落，尽管在艺术上的表现图式、表现方法、表现意境种种存有差异，但是在
审美的需求、审美的意味上都是相通的乃至相一致的。
只有这样的时代性，才能使富有个人风格的民族艺术立足于世界艺林，才能为世界艺术的宝库贡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在历史经验的长河中确定自己的座标。
“从历史方面观察，一民族文化之发达，一定是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他民族的文化，造成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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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如此生生不己的”（《中国绘画新论》）。
尤其对以复兴中国艺术为己任的林风眠将滞后于时代的民族文化引向复兴之路，无疑选择沟通中西艺
术为自己艺术探索的切入点。
因此，林风眠把西方现代的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立方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各流派引入融化在中国传
统的水墨画里，不仅丰富了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而且使自己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绘画风
格，成为当今使中国水墨画走向现代化的先驱。
    六、锲而不舍的艺术实践，甘为寂寞的探索精神是艺术创造成功的关键。
当林风眠倡导的为振兴民族文化而掀起的艺术运动，随着抗日烽火的燃起林风眠社会地位的更迭不得
不告流产的时候，林风眠毅然抛弃一切，“以‘我入地狱’之精神，终日埋首画室之中，奋其全力，
专在西洋艺术之创作，与中西艺术之沟通上做功夫”（《致全国艺术界书》）。
正因如此，林风眠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比起同辈艺术家来都要大得多。
所以，他曾以自己的切身经验告诫年轻一代美术家：“心情不要太急，自以为大笔一挥，就画出了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
一个真正的美术工作者，他首先得是个诚实的人。
创造是个艰难的劳动过程；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创造出好的东西来，首先得研究美术史和前人的创作
经验；认识我们多彩的民间美术，在技术上踣踏实实下功夫。
如果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天才，眼睛里只看见自己的作品，无非使自己盲目投进流水的漩涡，好像走
得很快，终于沉进水底”（《要认真地做研究工作》）。
以上告诫，对于当今一味追逐名利浮躁创作的心态，或许是一声吆嚼。
或许也是一帖苦口良药。
    这次编集过程中，将过去遣编的文章如《感与知》、《美术馆之功用》、《艺术家应有的态度》一
一收集在此，多蒙吴景泽先生、聂危各博士、陈永怡硕士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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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今年适逢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我们重新整理出版这套丛书，奉献给新一代的读者。

　　本书所选均为中国现代艺术名家，入选作品主要是关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感悟的文字，以散文、随
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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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艺术是什么？
这个答案，我们再不能从复杂的哲学的美学上去寻求一种不定的定义（请参阅各种美学书）。
我以为要解答这种问题，应从两方面观察：一方面寻求艺术之原始，而说明艺术之由来；一方面寻求
艺术构成之根本方法，而说明其全体。
艺术之原始问题，欧洲学者研究的很多。
如达尔文①谓：“音乐之原始，就是雄物借以招引雌物的一种东西。
”斯宾塞又谓：“艺术的原始是游戏。
在下等生物之生命里的许多力量，全消失于生命之维持和继续。
人类却于满足这项要求之外，还有余力，从游戏的冲动引起艺术的冲动。
游戏是事实的摹仿，艺术也是如此。
”前一种说法，未免流于功用；后一种说法，觉得范围太小。
我们从人类的过去的悠久的历史中，寻求艺术原始之痕迹，如欧洲诸地所表现在第四纪时人类原始时
代关于艺术上的各种证据，由此实可证明艺术之产生，并不是在文化极其发达之某时代艺术之原始，
实与人类而俱来。
我们试想像原始人类时代，穴居野处，当时人类之生活，实极简单。
他们一方面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工具；一方面为满足情绪上的调和，而寻求一种相当的表现，这
就是艺术。
原始人类，他们为维持生活而创造工具，因外界的情形日益复杂，所以工具亦逐渐变化，由简单而趋
完密，这是人类本能上自然的一种倾向。
人类的生活依其经验上之增长，一方面满足其物质上之需要与情绪之调和；他方面则寻求逃避痛苦之
方法。
凭其直觉与本能，不断的寻求一种比较适合的生活。
人类的满足各方面之需求，因有进步。
并且智慧与躯体均较其他动物为完密。
运用其自身而产生工具，或于自身之外产生一种方法。
最初用手而创造工具，后来用工具而产生新工具。
总之，人类能应用其所有之经验，而产生方法，又能利用方法将其所有之经验传散于群体之中，不断
的增进其经验而伟大于后代。
他种动物只能以自身为工具，个体所得之经验又限于个体之消灭而消灭，不能有群体的演进。
工具之不完备，方法之不发达，因此在生活上没有伟大的增进，一方面艺术上亦只限于不完全之表现
，由此可见艺术与工具之产生，其原始虽各不同，但互相影响的关系却很重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风眠艺术随笔>>

编辑推荐

《林风眠艺术随笔》编辑推荐：林风眠（1900—1991），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光景，所以林风眠的
艺术生涯，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缩影。
他的理论，他的主张，他的呼吁，他的实践，他的创造，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他的理论立足于振兴中国艺术；他的主张顺应历史潮流。
主张中西艺术取长补短相互沟通，构筑起富有时代性、民族性、个性的艺术；他的呼吁，是呼吁艺术
界团结起来创作出不愧时代的艺术杰作而努力实践；他的实践完全证明了他的艺术理论以及艺术主张
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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