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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
。
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
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
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
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生代的历史任务。
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
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
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校园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议
“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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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红帆，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完成了本科学士和研究生硕士的学历教育。
曾在云南大学日语系学习，在日本神奈川大学访学，在东京艺术大学寻访中国艺术留学生的历史足迹
。
现任教于云南艺术学院。
从事云南近现代史上艺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传承的研究。
近十年的搜寻、挖掘、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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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近现代艺术作品的诞生，必然伴生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的发生。
如果说中国早期油画随着传教士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用西方油画进行传教并被中国画师接受，
在广州、澳门民间的油画、玻璃画作坊以出口贸易赚钱为目的绘画及其技能传授，开始了中国美术近
代化的历程的话，那么是否中国的近代美术教育也随之诞生了呢，7李超的博士论文专著《中国早期
油画史》（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1虽未对中国美术史进行明确的近现代分期，但通篇所透露出来的意思
就是：中国早期油画的产生，是中国近代美术的源头。
那么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就早于1840年的传统的社会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分期。
而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史的分期较之社会史的分期要困难得多，因为艺术的种类和表现手段多种多样
，尽管它们之间有相互的联系。
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既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其存在的土壤，又超然独立于经济的、政
治的束缚，而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
如果以油画进入中国作为近代美术史的开端，那么中国传统国画又如何处置呢？
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
是以表现手段、材质、形式，还是以表现内容、表现思想作为分期的标准呢？
是以社会史的分期为准绳，一刀切地断在1840年，还是有其他方式？
艺术教育史的分期也因此而变得莫衷一是，难以确定。
　　其次，这里的关键是“近代、现代”的定义是什么？
标准是什么？
西方历史学界没有“近现代”的划分，中世纪以后都算现代。
中世纪是以宗教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为标志结束的，它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
而中国走向近现代的历程是以1840年被动挨打，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西风东渐，社会内部逐渐变革
，效仿、学习、接受西方以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过程开始的。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惜将西方文化融入中国文化，进行
自我变革、自我更新，推动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过程。
“近现代”，既是时间概念，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概念，更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
“近代”的含义，在中国主要是指“社会制度”的概念，就是一个封闭自守的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
逐渐向开放的工业化、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
“现代”的含义，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方面基本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体系，为实现工业化
、市场化奠定了较之近代时期更为完善的制度前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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