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油画民族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油画民族化>>

13位ISBN编号：9787543853348

10位ISBN编号：7543853345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周功华

页数：193

字数：14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油画民族化>>

内容概要

　　本书将董希文置于“油画民族化”这一历史话语之中，考察其“油画民族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
，比较并确立其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及地位。
这是本论文的根本任务。
 　　“油画民族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在中国美术界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
它不仅是一个口号，而且也是一个理论命题，同时还是一次美术思潮——一种风格样式的实践追求。
“油画民族化”这一话语的出现，既与中国近现代复杂的社会历史演变和思想文化进程相关，又牵涉
到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复杂关系。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旨在对“油画民族化”这一话语进行语境还原和语义辨析，避免了“油画
民族化”的“无边”阐释，从而对其命题的时代性和实践的规范性予以限定，探明其历史的真实内涵
，并释放其语义张力。
 　　董希文与“油画民族化”理论以及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
董希文是这一口号酝酿及形成的最早参与者，而且对“油画民族化”这一命题作过系统的阐述，这个
概念曾长期影响到中国油画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他的绘画实践和理论是中国“油画民族化”理论的具体阐释范例。
董希文的艺术实践历史地成为了“新中国美术”早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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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功华，1966年7月生，湖南省永兴县人。
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大美术系，获学士学侠。
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结业，2005年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美术学专业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美术比较，现当代美术研究批评，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美术创造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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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油画民族化”：文化比较与知识选择 　一、角度选择的检讨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的
“历史符号学”  三、“民族化”：话语源流的考察   四、“油画民族化”：比较与选择 第一章　中国
现代美术教育的产儿 　第一节　对艺术的热望   第二节　转益多师：美术比较视野的形成  第三节　敦
煌情结：中西融合的结点   第四节　执教北平艺专：艺术家的使命 第二章　《开国大典》——新中国
形象的表达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文化大会师”  第二节　“知识分子改造”——文艺
为人民   第三节　《开国大典》——“是大国，是中国!”第三章　“油画中国风”的矢志探索   第一
节　《哈萨克牧羊女》与《戈壁驼影》——“油画中国风”的逻辑起点   第二节　“革命历史画”—
—民族形式的精神升华   第三节　长征路线写生——历史足迹与自然景观的精神交融   第四节　西藏采
风——“中国气派”的构筑与个人风格的铸就 第四章　“油画民族化”实践的中流砥柱   第一节　“
油画民族化”：董希文的理论主张   第二节　“油画民族化”：“董希文工作室”（第三画室）的建
立  第三节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第五章　“油画民族化”的普遍实践   第一节　“油画民族化”思潮的
兴起  第二节　“油画民族化”的学术化   第三节　“油画民族化”的实践形态——以吴作人、罗工柳
和董希文为例 余论 参考文献董希文创作发表董希文学术论文（讲话）目录附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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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言　“油画民族化”：文化比较与知识选择　　一、角度选择的检讨　　“油画民族化”，
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巾国美术界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
它是一个口号，也是一个理论命题，同时还是一次美术思潮——一种风格样式的实践追求。
“油画民族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无源之水，当然，也并没有“空前绝后”
。
它关系到中国近现代复杂的社会历史演变和思想文化进程，也涉及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
。
这样看来，“油画民族化”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史问题，而是与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甚至经济
史相关联，也正因为它的复杂性内涵，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就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选择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课题自然是任务艰巨，同时也就是一种冒险。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
就目前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性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力度还是比较贫弱，主
要原因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
时间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从而尽量减少偏见。
虽然从事批评的现代美术史研究还是大有人在，但是，由于批评家的知识装备更多的是用来应对现实
的美术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
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不是一种学术洞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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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湘南传统人居文化特征　　风景如画——“如画”的观念与十九世纪英国水彩风景画　　过程与
结果——雕塑创作研究　　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与传统　　武器与工具——中国革命美术研究　
　大唐意象——古长沙窑瓷上意笔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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