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从苏州美术馆移师上海刘海
粟美术馆的 “意象江南———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艺术大展”，以现代艺
术呈现出对江南文化多姿多彩的呼应
和观照， 在长三角地区掀起持续不断
的观展热度与话题讨论。

这是中国现代艺术从肇始发展至
今，体系风貌、脉络梳理较为完整的一
次大展，集结老中青各个时代共 70 余
位艺术家的 80 余幅作品，而江南正可
谓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祥地。其中，最令
观者兴奋的， 莫过于展览齐聚中国美
术史上一连串现代艺术大家作品 ，既
包括江南三大著名美专、 中国现代艺
术教育策源地的三位创始校长刘海
粟、林风眠、颜文樑，也涵盖吴大羽、赵
无极、丁天缺、吴冠中、任微音 、关良 、

苏天赐、唐蕴玉、周碧初等一连串如雷
贯耳的名字。

现代艺术本是西方舶来品， 这些
前辈艺术家们却为现代艺术注入东方
韵味、江南诗意，从而使中国现代艺术
获得前行的力量， 在世界艺术之林铿
锵发声。这样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再
次证明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 ，

始终葆有常看常新的艺术魅力。 而这
种艺术魅力究竟来自何处， 其实是富
于启示的。 这离不开前辈艺术家们学
贯中西造就的宽广文化视野———正因
对于世界文化艺术了然于心， 更坚定
了对于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自信， 他们
的“拿来”不是生搬硬套 ，而是消化以
后的为己所用。 或许， 这样的弦外之
音、画外之意让此次展览更耐人寻味。

这些现代艺术的大
家之作，以各不相同的实
践尝试民族化的表达

现身此次展览的一批中国现代艺

术大家之作，从成就风格而言，可谓各

有千秋、不分伯仲，却从不同的角度诠

释着中国风味。

创作于不同时间段的三幅外滩主

题油画，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创始校长

刘海粟此次最引人注目的一组展品。其

中， 最为闻名的莫过于他创作于 1964

年的《外滩风景》。 当年，刘海粟在苏州

河与黄浦江交汇口的上海大厦某个窗

口画下这幅油画，“印象派”痕迹历历可

见，红日之下上海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

分明是中国气派。刘海粟的油画雄浑大

气，寥阔深沉，他总是忠实地表现直面

自然界的真切感受， 画面无论线条、结

构、色调都满溢着情感。 在这位艺术家

的创作中，油画与国画始终并行，强调

中西并重，这与很多艺术家先接触一种

画种再接触另一种画种的路径截然不

同。 画到最后，刘海粟的油画与国画交

融在一起，成为民族化的独特表达。 这

突出表现在他将西方油画的写实以及

对色彩的处理与中国画以书入画的笔

法加以糅合，使之浑然一体。

再看杭州国立艺术院创始校长林

风眠的艺术创作。林风眠亮相此次展览

的作品不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仕女画、风

景画，而是一幅名为《工作室》的水墨静

物画。 这幅作品在林风眠的静物画中，

也不那么典型，画的并非其惯常表现的

瓶花，而是聚焦了一张方桌，上面堆叠

了林林总总的物品，尺子、剪刀、书本、

锡壶、水杯……凌乱中倒是透着艺术家

一以贯之的艺术手法，以及独属于他的

诗意甚至是孤寂。 林风眠的画，从来是

把抽象因素融入具象之中，在简化中将

生命和情感定格成永恒。 在他的画面

中，线条是锐利、飞动的，形体之间相互

交叉，空间挤压在一起，看不出前后层

次，只让人感受到一种韵律。 那是他独

特的抒情立体主义风格，摈弃了西方现

代艺术过于张扬和具有攻击性的锋芒，

保持着东方艺术中柔美、温情的韵致。

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创始校长颜文

樑带到此次展览的几幅油画，让人们看

到的则是另一种西方艺术样式的东方

表达。 解读这些油画，“光”是一个关键

词。 颜文樑擅长光线的处理，无论表现

什么样的物象，总能抓住色彩中的对比

与色阶层次的微妙变化。 其中，他尤其

喜欢表现的题材或意象，是月夜，这或

许与艺术家江南文人的浪漫情结不无

关联，往往让画面富于一种意境美。 展

览此前在苏州美术馆展出时，颜文樑的

油画《月夜泛舟》就曾亮相。在那幅作品

中，颜文樑以印象派的笔法表现月明星

稀之夜，江畔芦苇影影绰绰，水天一色，

一人泛舟于江上，这种孤寂而清逸视觉

观感，似与中国文人画千年来追求的意

境如出一辙。 此次现身上海的油画《沧

浪夏夜》，同样是经典的月夜题材，只见

一汪水波倒映着沧浪亭及其身后的“罗

马大楼”———这里也正是苏州美专的旧

址，夏夜的清凉扑面而来。在学界看来，

颜文樑是将欧洲写实主义、印象派与东

方意象融合，形成既清丽婉约又热情浪

漫的鲜明画风，开启江南油画这一独特

的题材样貌，使得江南传统文化与现代

艺术气质在自己的作品中兼而有之。

这常看常新的艺术
魅力，离不开学贯中西造
就的宽广文化视野

中国现代艺术大家中的不少人，有

过留学或游学海外经历，在亲睹西方现

代艺术的风云变幻中， 打开国际眼界，

与此同时，又多兼具深厚的传统文化功

底。他们的艺术之所以拥有常看常新的

艺术魅力，其实离不开其学贯中西造就

的宽广文化视野。

杭州国立艺术院首任西画系主任

吴大羽，即可被视为其中的典型。 吴大

羽算得上中国抽象油画的奠基人 ，走

了一条更为注重绘画本体语言探讨的

所谓“新画派”之路。 学界对其艺术给

出的评价是这样的： 从现代主义艺术

精神吸取精华， 并与中国古典的哲学

和美学思想化合， 他独创一格的大写

意的油画， 是时代的音符、 中国的血

统 ， 并在其所写物象与心象之中都能

明显见到吴大羽的“我”。 可以说，吴大

羽的传统文化底蕴对其艺术创作的影

响是极为明显的。

吴大羽从小勤习古文书画。他十几

岁就能给别人家书写对联，在书法上颇

具造诣。据说吴大羽写一封信至少要废

掉 30 页信笺———他在写信的过程中稍

不如意就撕掉重写，对自我书写的要求

近乎严苛，这也在本质上暗合了对书法

艺术内在精神的追求。他常常将书法与

绘画并举，加以比较，认为抽象绘画艺

术是以抽象为其手段的，书法艺术则以

抽象为其目的，它着实支配了整个中国

文化的历史，可谓中国艺术的精华。 吴

大羽也精通诗词音律，坚持写诗，在中

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学养，尤其

推崇陶渊明， 以及魏晋唐宋的文人情

怀。 “我爱上了皎皎的花朵/春天来到了

你脸上/我爱上了洁白的琼玉/幽谷深藏

着你的辉煌/我爱上了美丽的月亮/是你

指点了明天的太阳” 像这样细腻的诗

作，他留下 500 多首。

吴大羽深信，美术创作要从画外尤

其是诗词与哲学中寻找力量，坦言：“如

果有下世，我不再画画，我要做诗人。画

终究要受时、空的影响，而诗与音乐是

时空统一的，画的意境也不及诗的深度

和浓度。 ”他的绘画也的确广泛汲取了

画外的灵感。 艺术史学者黄文中在《吴

大羽研究》一书中指出，吴大羽将书法

用笔引入油画，进而极大地丰富了油画

语言的表现力，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中国

气象。画中线条笔笔写出，起落分明，不

结不滞 ，不急不躁 ，上下映带 ，圆转有

力，富有弹性，既不柔弱，也不轻浮，中

国传统书法用笔的“平、留、圆、重、变”

等特点都能在其作品中找寻到痕迹。吴

大羽也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西画，将

其概括为人品、学识、修养、才情，并最

终归于“人”。

学贯中西，对于老一辈现代艺术大

家而言， 可以说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素

养。且看刘海粟，一面游历欧洲，饱览世

界名画 ， 一面不遗余力地研鉴中国古

画，此外，他在书法、诗词、美术理论等

方面都颇有建树。 再说关良，曾东渡日

本学习油画，尤喜梵高、高更、马蒂斯等

人的绘画风格，学成归来后也曾频繁参

观国画展览、临摹明清大家作品、欣赏

名家收藏，滋养了他的艺术创作的，还有

中国传统戏曲以及民间艺术。 吴冠中随

潘天寿学过中国画，也曾远赴巴黎学艺，

他的心底还始终藏着一个文学梦， 一生

总共写就 100多万字情真意切的散文和

艺术文论。

正因对于世界文化艺术了然于心，

他们更坚定了对于本民族文化艺术的

自信。诚如从巴黎留学归来前吴冠中在

给老师吴大羽的信中所感叹的，“踏破

铁鞋无觅处， 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

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

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 赶快回

去，从头做起。 ”

在文化自省的基础
上进行探索，给了当下的
艺术创作以启示

参与此次展览的老一辈现代艺术

大家，大多不仅是艺术创作者，也是艺

术教育者， 不仅以自身的艺术实践做

出示范， 也将实践得来的真知灼见通

过教学传授给学生们。 其中，在这样的

艺术理念上 ， 他们不谋而合———那便

是，注重自身文脉，在文化自省的基础

上进行探索。

早在担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

校长时，林风眠已开始施展自己兼容并

包的艺术抱负。他当时大胆请来民间画

师齐白石授课， 只因他充分认识到，民

间艺术或非文人画传统蕴含着广阔的

空间和旺盛的生命力， 完全可以挖掘、

利用。 创办杭州国立艺术院时，林风眠

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办学口号：

“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

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了更加彻底

的达到中西调和的目的，他甚至把原本

分系教学的国画和西画合并为绘画系。

在林风眠的直接授业下，赵无极 、吴冠

中、朱德群、李可染、席德进、王朝闻等

第一批学生在这里起步，并且走向了艺

术的成才之路。

1912 年上海美专创办伊始， 刘海

粟即为学校拟了三条宗旨 ， 第一条便

是，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 ，研究

西方艺术的蕴奥。他一方面提出不为传

统所束缚，反对摹仿、泥古不化，另一方

面深恶痛绝地反对摈弃古人而奢言创

造，称“岂有转移历史之新创哉”。 刘海

粟一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需要将中西

绘画传统中最好的部分加以比较融合，

走自己的路。 “合中西而创艺术新纪元”

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海派画家张培成

曾感叹道， 刘海粟对中西艺术的领悟，

远远超出当时的有些同辈画家，尤其对

表现性绘画的顿悟，体现了杰出的艺术

素质。刘海粟将中国的石涛和法国的塞

尚放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比较，说 “他

俩各自创造出各自的世界，各自释放出

各自的光芒， 不仅是艺术界的先觉者，

分明是人类思想界的巨人。在艺术境界

里的人类，我们分不出国界与民族。 因

为这些伟大的灵魂是超出时间与空间

的，是永远贡献给全人类的”。

在颜文樑创办的苏州美专 ， 人们

同样看到了相似的艺术理念。 1950 年

代毕业于苏州美专的老画家周正回忆

说：“颜文樑先生对我们讲，学西画的学

生一定要懂得中国画、 中国的文化传

统。为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文化的根，

你的花、你的茎、你的叶都是从根往上

长的。 没有根一切都站不住。 我们中国

的油画家会自然形成一个学派，是中国

风格的油画家。 ”

对于外来绘画技巧 、风格的学习 ，

最终是为了为我所用 ， 将本国本民族

的文化艺术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这样

的坚持依然能够给当下的艺术创作以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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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前辈大家的艺术之作时，

我们感佩的是什么？

近日亮相刘海粟美术馆的“意象江南”大展，齐聚包括江南三大著名美专创始校长在
内的中国美术史上一连串现代艺术大家作品，引发高度关注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吴大羽《花》，油画

茛颜文樑 《沧浪夏

夜》，油画，1985

▲刘海粟 《外滩风

光》，油画，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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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碧初《俯瞰珠江》，油画，1961

茛任微音《风景》，

油画

▲苏天赐《漓江春色》，油彩，1994

茛吴冠中《彩面朝天》，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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