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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造学院精英当我们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方样式的
翻版，培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及本土生
活相脱节的一类。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
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如
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化体
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的深
刻转向。
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
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绘画的
直观建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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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必然给当地的文化事业之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综合起来，近现代上海适宜于发展文化的优势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    1．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事原则在
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封建制度对于文化发展的局限和制约，营造出一种特别适合文化发展的社会氛围。
    2．城市文化雅俗共赏的平实定位使文化探索不复象牙塔的旧观，而在相当程度上代之以接近平民、
接近市民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的回报则是文化的更普及以及应对回馈的自身革新。
    3．移民城市的特点使得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层次复杂的复合性，这种复合的特质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
的各个地区性文化的异种并存。
    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清末民国在海上艺坛粉墨登场的艺术家，浙江籍贯者占有总人数的六至七
成。
这就是说，探讨海派艺术，从很大程度上说可以认为就是研究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画家旅居上海的奋斗
和生存状态。
而事后总结海派艺术的若干重要特点，我们也不难看出，海派艺术的几点关键特性似乎也相当符合浙
江画家、浙江人的性格和一贯的行事作风。
综合起来，这些鲜明的浙人特色不外乎如下几点：    1．浙人画风霸悍，下笔多浓墨苍劲、富丽重彩，
作品具有清晰可感的强烈视觉冲击力。
历史上浙派艺术家有很多人是画工待诏，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文人画的清高眼光看来可能有落人俗套之
嫌，然而“落入俗套”这四个字正好是在近现代海上社会得以左右逢源的不二法门。
    2．浙人性格雄强，具有改变现状、探索新领域的勇气和百折不回的韧性。
正是这种不甘于守成而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保证了艺术发展之树的万古长青。
    3．文化史上的浙江历来是文章锦绣之乡，虽然仅就绘画一门来看浙江可能不是中国文人画的重要舞
台，但是上升到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层面上，浙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涌现最为层出不穷之
地区。
丰富的文人文化底蕴滋养浙派绘画，使它同时也能做到始终与高雅层次的欣赏要求相去不远。
    上海社会的发展为文化转型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而上海社会的商业性原则对于文化发展的最大影响应当是，以“绅士服务”的全新视角为破产的知识
分子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书画的题跋、书画内容的人文寓意，以及书画作者当时的所作所为，完整地
勾勒出了这幅作品诞生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及这两者通过特殊的机制在书
画上的融合。
这只是一个一般程度的考证流程，对于一件作品的一切外在和内在环境的考证和认识无非是想说明，
任何一件艺术品都脱离不了人的活动，任何一件艺术品在大文化史的发展长河中都是拥有自身定位和
意义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代与艺术>>

作者简介

梁超，生于1976年。
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史和美学。
主要发表的论文有《政治风云中的诗情画意——何香凝和寒之友社》、《另辟奚径——从来看日本近
现代书法在理论和实践上脱亚入欧思思潮的萌芽》、《和玄元之讳》等。
著作有《时代和艺术——关于清末与民国“海派”艺术的社会学诠释》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代与艺术>>

书籍目录

总序　打造学院精英绪论第一章　近现代上海及浙江社会局面概述　第一节　近现代时期上海社会局
面概述　第二节　近现代时期浙江政治经济地位概述　小结第二章　近现代上海及浙江艺术概述　第
一节　近现代海上绘画概述　第二节　浙江籍画家及其艺术特点概述　第三节　近现代浙江绘画与上
海　小结第三章　海派画家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浙江画家对于近现代社会生活之参涉　第二节　浙
江画家对于近现代社会变革之言论和态度　第三节　艺术创作的土商合流原则　小结第四章　海派画
家的经济生活　第一节　新兴经济本位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第二节　上海画家的经济生活环
境　小结第五章　海派画家的隐逸生活　第一节　海派画家的隐逸生活　第二节　题材和寓意——艺
术创作对于精神性的把握附录　一　清及民国浙江籍画家名录　二　历代名山隐士名录　三　旧上海
街道马路名称中西文对照　四　参考书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代与艺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近现代上海及浙江社会局面概述第一节　近现代时期上海社会局面概述一、上海城市的由来
、地名建制沿革及城建发展之概述上海位于长江人海口，北纬三十一度十五分，东经一百二十一度二
十九分。
“上海”一名，至于元代以后才渐渐见于史册。
根据郏直《水利书》记载，松江之南十八大浦中，有上海、下海二浦，后来就以上海为县名，这个称
谓从明朝开始就基本稳定下来。
上海又名“申”。
申者，春申君之申也。
根据《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记载，春申君名黄歇，战国末年楚人。
上海另一名“黄浦”。
黄者，黄歇之黄也。
春申君于楚考烈王元年任楚国国相，权倾朝野，门下宾客如云，名位“战国四大公子”之列，上海乃
是他的食邑。
楚考烈王元年即为鲁倾公十七年、秦昭襄王四十四年。
虽然上海早年为吴国领地，然而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后来又经越国内乱自身削弱，楚国早在惠王晚
期（四十四年前后）已经实际控制了江淮地区。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有云：“（惠王）十六年，越灭吴。
⋯⋯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
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正者，镇也。
越国的强盛如同昙花一现，其从吴国手中夺得的江淮地区也很快就并人了楚国的版图。
而楚当时“与秦平”也说明惠王时代经历了险些亡国灭种、吴国人侵的伍子胥兵祸，楚国反而奋发图
强，出现了中兴的繁荣局面。
其地广至泗上，这说明楚国当时的领土已经大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
考烈王元年距离楚国初步控制江淮地区的惠王四十四年，时光已经流逝了差不多一百七十五年。
虽然由怀王开始，楚国的国力由盛而衰，但是至于考烈王时期，楚国对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江淮地区的
控制已经相当稳固了。
春申君最初的封地是在淮北，后来因为淮北地处与齐国对峙的要冲，春申君主动将封地献出交由楚国
政府直接管理，而换封于江沪。
对此，《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记载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
赐淮北地十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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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导师任道斌教授、我的父母和所有在求学岁月里帮助过我、给予我启迪的师友们。
任道斌教授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和艺术家的浪漫思维对于我的言传身教将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
间里令我受益匪浅。
对于三年前忐忑不安地踏人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国美术学院大门的我，任道斌教授首先给予我的是宽容
的勉励，同时启发我认识到历史学研究在于美术学中的意义和使命，这一点可以说是这三年求学对于
我的人生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在我看来，我认为这可归结为以下两点：1．讲求理性的历史学研究和讲究感性的艺术创作之间并没
有森严的壁垒，求于道和游于艺的两种远大的理想并不是水火不容的。
艺术与历史、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子事实与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艺术史与社会史水乳交融，任
何一件惊世之作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
2．一个学者所能得到的最大荣耀和最高境界，完全是他自身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全部努力在善
意而合理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辉煌成果，为学就是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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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代与艺术:关于清末与民国"海派"艺术的社会学诠释》是“南山博文”之一，全书共分5个章节，对
清未与民国海派艺术的社会学诠释课题作了系统介绍，具体包括近现代上海及浙江社会局面概述、近
现代上海及浙江艺术概述、海派画家的社会生活、海派画家的隐逸生活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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