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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
也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
中国美术同样如此，3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可能比此前100年的美术历程还要曲折、丰富和生动。
拿新中国成立后一枝独秀的“现实主义”为例，在30年间从矫枉过正的质疑、排斥，到蓦然回首的重
建，派生出五花八门的流派，从而将“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以中国画为例。
从20世纪初“衰败极矣”的浩叹，到新时期初“穷途末路”的焦虑，事实表明中国画看似“山穷水尽
”，实则“柳暗花明”，新理念、新媒介、新技术的介入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表现领域，特
别是“现代水墨”异军突起，显示出传统中国画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现代艺术为例，在“85美
术新潮”短短几年时间里，激进的青年艺术家们恨不得把西方现代艺术100年里发生过的一切都重新演
绎一遍，尽管不无盲目，也不乏教训，但其“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却确乎是蔚为壮观的。
因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当代美术这30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30年，是有不少人物和事件必
将被载入史册的30年。
刚刚过去的30年．美术家们的表现也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如果按照年龄来看，老一辈美术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吃尽苦头，耽误了艺术追求
的大好时光，当他们有幸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枯木逢春．蔗境弥甘，终于能为自己的艺术生涯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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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散文的笔调及美术史论的眼光提纲挈领地梳理了开放30年来中国美术发展的进程，对期间较有
影响的事件、人物、代表作品、重要争论进行客观描述，避免了纯粹理论书籍的枯燥与刻板，读者浏
览全书之后能了解1978年-2008年30年间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
书中插有80余幅图片，全书语言平实，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可读性和学术性并重，具有
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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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实主义美术的演进第二节 1978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美术界传来春的信息与整个文艺界一
样，美术界在“十年动乱”后的复苏，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被高度政治化，被赋予了超越其自身功能的不堪重负的政治使命，美术更是如
此，时时在意识形态的风口浪尖颠簸。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文艺在充当政治运动工具的同
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自己。
美术领域尤其是重灾区。
“文革”结束，美术界遍体鳞伤，百花凋零。
痛定思痛，美术家们以其更加深重的伤痛感和敏锐力，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进行控诉，成为思
想解放运动的先锋力量。
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大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努力推动文艺政策的调整。
为了筹备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文艺界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为蒙冤的艺术家平反昭雪和为大批
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解禁；一件是努力营造民主空气和宽松环境，力图在文代会召开前就形成
一个繁荣创作的良好势头。
随着文艺界的不断平反、解禁，冰河解冻，文艺界的春天终于来临，思想解放运动如同春潮滚滚，一
夜绿遍江南塞北。
在美术界，一大批曾经被打倒的美术界领导、老美术家在平反、恢复名誉后纷纷复出。
陈丹青在《美院的领导》一文中捕写了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复出时的情景就很有代表性，特照
录如下：“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
全国‘右派’的平反是在1979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
，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
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
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
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
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
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
请江丰复出。
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
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
面，墨迹湿漉漉的。
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
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
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老侯啊，我看可以，就
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
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
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
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
？
抑或高层早有打算？
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
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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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
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
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
画家的极左分子么？
（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
）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
（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
）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
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
书记是陈沛。
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
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
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
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同志们！
同学们！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
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这段文字，绘声绘色，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在寒冬终于过去，艺术的春天终于来临之际的喜
悦之情。
江丰（1910～1982），上海人，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早
在1932年就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党团书记，曾经参加鲁迅创办的木刻讲习会
，并参与组织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
1938年后任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画报》主编、鲁艺美术系主任、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
席。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突发脑溢血辞世，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江丰临危受命，成为代理院
长，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日常工作。
这样一位老革命，一位老资格的美术教育家、版画家、美术理论家，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也未能
幸免，一夜之间成为美术界的“右派”头目，被撤销职务，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击。
江丰在贯彻“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革命的文艺方针上是激进的，不遗余力
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江丰从老解放区到杭州主持“国立艺专”工作。
为了将一所旧艺专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新型艺术院校，他在1950年至1951年初对以林风眠为代表的“
新画派”发动批判，在师生中清除与现实主义艺术观相对立的“形式主义”创作思想。
调到中央美院后，1951年底至1952年初文艺界整风期间，江丰针对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偏重写实性技
术训练的倾向发起批判，批判“纯技术”观点，并讨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形式主义
”等“艺术流派”问题。
1956年11月，苏联美术界爆发了一场“印象主义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争论，中国美术界迅速引起反响
，江丰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进行讨论，院刊《美术研究》1957年第2期、第3期连续发表讨论文章。
然而，到了第4期（1957年12月），风云突变，转而变成开始刊登批判江丰本人的文章，批判他的“大
油画”主义和“主题性创作”主张，最后他自己也被批判、被清理。
可以说，江丰一直到死都在捍卫着自己的美术信念。
在1982年9月13日的一次美协会议上，江丰发言批判“错误倾向”，他说，“搞什么探索，抽象派是资
产阶级颓废的艺术，要搞实验，你允许吗？
”接着，他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说：“明明知道不好，硬要搞抽象派，探索，探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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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是老顽固，不能够探索，但是，不需要探索⋯⋯”说到这里，江丰突然头向椅子背上一仰，因
心脏病突发昏死了过去，从此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享年72岁。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江丰对“抽象派”等问题坚持不同的看法，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他“保守”，应
该说，“文革”后他对美术界的新生事物、对青年美术家们还是非常支持的。
比如1979年北京一批油画家自发组织“春潮画会”（后改为“北京油画研究会”），2月份37位油画家
自发在中山公园水榭展览馆举办“迎春油画展”，该展览是“不设审查制度”的民间展览，江丰热情
洋溢地以个人名义为展览写了前言，明确表示：“自由结社是在宪法上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
，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
”此后，北京群众性画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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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美术30年(1978-2008)》所写的1978年-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改革开放促
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也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
中国美术同样如此，3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可能比此前100年的美术历程还要曲折、丰富和生动。
中国当代美术这30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30年，是有不少人物和事件必将被载入史册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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