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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潘天寿书画集》分上下两编，收录潘天寿1918年——1966年的书画作品共526幅。
上编入选其中176幅代表作，分别编入“‘一师’前后”“上海五年”“‘艺专’十年”“40年代”
“50年代”“最后数年”六个时期，并将其放在整个中国画的传统及现代际遇的大背景中进行论述。
下编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一为526幅作品的图版，二为著录和评述，三为附录（潘天寿印谱、潘天寿年
表和潘天寿著作与研究文献目录）。
本画册印刷精美，装帧考究是一本集收藏、鉴赏、参考为一体的不可多得的精美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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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专”十年（1928-1937）
 40年代（1938-1949）
 50年代（1949-1959）
 最后数年（1960-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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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潘天寿书画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吴昌硕的劝戒，其实质正是意味着传统图式对青年潘天寿的规范，这就是传统的
压力。
他并不是不明白这种压力对他的好处，也不是不知道脱离前人图式以后可能面临的危险。
可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跳出了吴派画风。
其中深层的心理原因，还是上述高标准的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
这种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并不是具体的语言图式，而只是朦胧的抽象理念。
这理想的内涵太宽泛，又太清峻高拔，它包含着许多绘画范围以外的精神性的东西，既朦胧，又清晰
，而且纯粹是属于自己内心的。
吴昌硕的画风虽然是他极为喜欢的，但又总觉得无法充分表现内心那些纯粹个人的感受，于是不得不
放弃。
他在不可两全的矛盾中忍痛抉择：宁愿冒着有可能失败的风险和朋友们的不理解，也要回到属于自己
的冷峻疏野中去。
 从艺术本体的角度看，30年代的潘天寿承受着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面是本土传统规范，一面是外来
艺术观念。
其时在他所身处的美术学校环境里，西画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中国画教学师资少，课时也少。
他在中国画圈子里使人感到“出格”，而在热衷西画的同事们眼里又显得守旧背时。
他在杭州国立艺专默默地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支撑着中国画教学，十分辛苦而又很不“现代”。
在社会变革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年代，中国画更加显出了它和社会的疏远，这也使他感到茫然与无
奈。
相比之下，刚传入的西画则从一开始就洋溢着新鲜的生机，西画的写实技法，又特别适合于表现当下
的社会生活，虽然当时在技巧方面还很幼稚，但已在艺坛展现出一片充满潜力的新天地。
在一代敏感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心中，西方文化总与“民主”“科学”联系在一起，代表着未来的
方向，而中国画则是封建旧文化的延续，不仅早已失去了昔H的光彩，连是否能在未来社会中继续生
存发展都已大成问题。
这种对比态势，自然对潘天寿是无形的压力。
这压力既是对他个人道路的选择而言，更是对整体的民族绘画的生存发展而言。
当然，他是看到西画的长处的，而且认为引进西画对中国很有意义。
但是，他受中国画传统中那些深远的精神性的内涵浸染过久，不仅不能忘怀与放弃，而且相信在未来
社会中一定有它的前景。
他对西潮澎湃之下的中国画的处境及其改革图存的方案是作过认真思考的，他认为民族风格的形成有
深刻的历史、地理等原因，不同地域的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吸收外来营养是必要的，有好处的
，但不能由此而取消自己的特色。
他主张发展艺术要扬长避短，“若以己之短，步趋人之长，久之，恐失己之长耳”。
所以他对中西融合抱着很谨慎的态度，始终强调民族特色的重要性。
然而，难题是传统中国画与现实社会之后如何适应，中国画在传统基础上的推陈出新究竟应该怎么做
。
要寻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诚然是艰巨的任务。
这个课题太困难，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刚开始，基本的条件还不太具备的时候。
 他的艺术理想过于高远，使他一直在寻找表达这一理想的语言图式而未能得；他的人生理想也过于高
远，使他一直想寻找趋向于这一理想的行为途径而同样未能得。
他的民族自尊自强的心理，献身艺术教育以救国的抱负，在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亡中显得无能为
力。
他觉得自己是“合有宰予疾，无长聋瞽人”，已成不可雕的朽木，因而对自己很不满。
于是，一方面他仍然忠于自己的职责，极为认真地对待艺术教育，直到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担任艺专校
长，同时在校内倡导中西画并举，恢复并健全中国画系建制，重用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教授，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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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度过了难关，而且有了一个中兴局面。
另一方面，他又厌倦人事纷争，忧虑国家的前途，无奈之下，只能不时地沉浸到艺术精神的深处，感
觉着内心的孤独，“倔强弥坚撑傲骨，寂寥端合耐寒心”。
他在40年代后期的作品，更加远离社会现实，在严谨到几乎无可挑剔的笔墨结构中，隐藏着莫名的悲
哀和清超绝尘的远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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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潘天寿书画集(套装共2册)》印刷精美，装帧考究是一本集收藏、鉴赏、参考为一体的不可多得的精
美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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