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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风眠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提倡“中西融和”的艺术家，他建立在融和论基础上的艺术实践，开启了
中国画的新传统。
新传统作为联系不同时代文化延续的表述方式，展现了中国画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未来。
《林风眠与中国画新传统》通过林风眠的个案研究，力图建立这一代画家和上一代或下一代的有机联
系，也就是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为此，在逻辑架构上《林风眠与中国画新传统》从“传统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入手，把林风眠的人生
历程放在了宏观的历史视野中。
把林风眠继承东西方优秀的文化，开拓创新，作为一位艺术家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
命作为分析的重点。
从传统的角度揭示了人类心理感受和造型技巧的表现能力在视觉图式上的演变，说明一位伟大的艺术
家不仅要勇于开拓艺术发展的新征途，而且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林风眠学贯中西，他的作品开拓了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新方向，而这样作品的产生与他伟大的人格和
坚韧不拔的创新态度紧密联系，因此，他的艺术人生堪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表率。
林风眠的人生路程不论“外王”或是“内圣”，均融会了中国传统思想和民族的悲情色彩，并以个人
意志的磨砺和精神的修养为代价。
这些在逆境中的痛苦在艺术上却以极高的形式反映出来。
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画的变迁反映出一种由传统内向跨传统的潜移，但在当代又转向为回归传统内
的趋势。
具体为中国画由海派和京派的传统内革新转向到岭南派的跨传统融合，但通过林风眠的中西融合实现
了跨越中西传统差异的创新。
这种现象使20世纪中国画坛的剧烈变动超越以往时代的绘画演进，呈现出新的发展征兆，说明以林风
眠为代表的一代画家肩负着传统艺术发展的使命，继往开来，努力延续着民族的文化血脉。
在当代，纷繁的视觉形式推陈出新，又以三类现状纳入了世人的视野：中国画以传统内的变革为主；
油画完成了跨传统的实验开始向传统内回归；而实验艺术还在尝试着广泛的跨传统融合，呈现出多元
化的态势。
同时，不同的艺术类型自身也在相互混融，并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广泛择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呈现出
边界日益模糊，艺术发展多样化的面貌。
这些从传统的角度关照的艺术变迁，反映了传统是一条不断累积的新传统变体链。
新传统是有创新价值、时代品质和民族精神的当代传统，传统是有哲学意味的延绵不断的大道和自然
而然的宇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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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传统作为一个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描述绘画演变的概念，是历史传统在当代的发扬光大，是传统在当
代的新的表现。
林风眠整整一个世纪的不懈探求是与现代美术的发展同步的。
在这一过程中，林风眠通过五个阶段的实践对传统内涵进行着继承创造和丰富完善。
并通过传统发端、智情平衡、东西融会、时空转换、工具写生，再到中国画新传统的建立，从而构建
了完整的传统融合论体系。
这种对新传统的理论归纳最终使林风眠以时代性、民族性、个性的美学命题阐释了中国回新传统是在
不断地创新发展着传统，传统是由不同时期的新传统连接起来的。
新传统是有创新价值、时代品质和民族精神的当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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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欣歌，生于山西省大同市，文学博士，多所大学聘其为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主要为古代美术史、现代艺术史、文化创意产业和艺术教育。
曾多次参与策划、组织大型展览和图书出版，有丰富的艺术管理经验。
个人作品以山水为主，兼工花鸟、人物，画风强调以文入画，秉承文人画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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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晚清中国社会遭受内忧外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已成“
日之将夕，悲风聚至”的衰世。
在这种历史的转折关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民族生存面临空前危机，悠久辉煌的传统文明遇到了极
大的挑战，时代巨变已成不可阻挡的滚滚洪流。
面对危局，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和一批开明官僚深知只有复兴传统的经世实学，高扬“经世致用”的
大旗，才能纾解民困，匡救时艰。
他们极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实用之学，“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伦
理政治型的经世致用思潮在19世纪后期再度勃兴。
“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和旗手，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以新的时代精
神阐释了儒学旧传统，创制出一套‘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体系，完成了由经世实学向近代
新学的转换。
这种经世实学的传统变革精神顺应历史潮流，适应了为变法维新寻求学理根据和指导思想的新型文化
运动，并为新学的扩展及向现代民主革命的演化奠定了思想和人力基础。
在古今中西冲突交融的历史大变局中，奏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赞歌。
起始于明末的区域贸易和商品经济，发展到清代催生出了两个代表画派：清代中期的扬州画派和清末
的海派。
这是中国内部经济的发展要求绘画传统创新，在中国内部整合融会产生的画派。
经济导向和学术风气是晚清绘画出现新变的两个主要原因，并且使中国内在传统的挖掘和整合达到历
史上的新高（主要集中于横向的民间艺术、文人画的边缘形态、宫廷绘画等）。
传统内的整合一方面在于把不同的民族传统因子进行创造性的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在于广泛整理民族
传统的有益养料。
到20世纪初，随着摄影、出版、印刷等新科技的引进对古代绘画的推广，以及民国建立后陆续展览陈
列的古代原作被画家们广泛借鉴吸纳，又掀起了传统内融合的又一轮高潮（主要集中于纵向的唐宋元
绘画）。
其后由于社会变迁需要新的绘画形态，表现新的社会功能，以及传统内整合可挖掘的潜力逐步减小，
可融合的气势日渐消弭，使中国画内在积郁已久的许多弊端和无法解决的矛盾又渐渐浮出水面。
在社会变革的刺激下，这些与时代演进洪流无法同步，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精神特征的僵死画面和视觉
痼疾又被许多敏感的知识分子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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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风眠与中国画新传统》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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