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一为渔与鱼同乐 （水墨） 张立辰作，
图二为瑶池酒罢（彩墨） 张立辰作，图三为
梅雪争春（水墨） 张立辰作，图四为秋荷（彩
墨） 张立辰作，图五为野塘霜天（彩墨） 张
立辰作，图六为碧池晨霜之一、之二、之三、
之四（水墨） 张立辰作，图七为野葡萄（指
墨） 张立辰作

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家、 美术教育
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立辰先生
1939 年生于江苏沛县。 他对于家乡始
终怀有浓浓乡情， 此次在南京办展，
浓缩式地呈现了张立辰先生从艺六十
余年来的艺术成就与教育思想。 张立
辰先生在艺术创作中， 以饱满的精神
和充沛的情感， 实现了由传统笔墨意
境向现代笔墨构成的转化， 在有效强
化写意性笔墨视觉表现力的同时， 赋
予大写意花鸟画以高亢昂扬且富于生
趣的内在精神， 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
把大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

张立辰先生的美术创作与教育思
想， 坚持 “传统出新” 的思路， 延续

了 20 世纪中国画宗师潘天寿先生 “中
西绘画要拉开距离” 的思想理路， 发
掘了以笔墨为核心的中国画文化精髓，
融通了南北学院教育的思路与优长。
他所提出的 “笔墨结构”、 “两度神
化”、 “写意精神”、 “黑白韬略” 等中
国画创作与教学理念， 在当代中国画
教学、 创作与理论研究中， 强调中国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文化策略意识
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画教育、 思维导
向、 文化策略等诸多方面， 引领了当代
中国画教育在学院体系中深入发展的
方向。

据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 艺术评论
家于洋介绍， 本次展览的主题 “拓境流

远” 具有多重内涵： 一方面， “拓境”
意为艺术上的 “开疆扩土”。 语出 《后
汉书·傅燮传》 之 “世宗拓境， 制置四
郡。” 唐杜甫 《遣怀》 诗云： “拓境功
未已， 元和辞大炉。” “拓境” 有艺术
上 “开拓疆境”、 拓展境界之义， 也引
申为对于传统的开拓与延展。 另一方
面， “流远” 意为传承久远， 直意为源
头活水可以延续流淌到远方， 引申为
对于传统的继承、 发扬与播散， 此处
亦含师生共展， 中国写意精神源远流
长之义。 “拓境流远” 凸显了当代中国
写意艺术的传承弘扬与开拓创新， 更
彰显了中国画传统内部蕴含的现代性
与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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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辰艺术展暨学生作品提名展将在宁亮相
宗 和

由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北京紫苑书院承办的《拓
境流远———张立辰艺术展暨学生作品提名展》， 将于2017年11月11日在江苏省现
代美术馆拉开序幕。 展览将展出张立辰先生近年来创作的作品136幅，师从于张先
生的35位弟子的作品88幅，集中呈现了张立辰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艺术创作成
就与美术教育理念。 本次展览通过对于张立辰先生及其学生作品的展示，彰显中国
画写意精神在当下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由此使广大受众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加
强民族文化自信，感受当代中国画写意性表现风格的艺术成就与文化魅力。

名家研究

张立辰的艺术传承链，大体是“传统
文人画—吴昌硕—潘天寿—张立辰”的
承传与演化。 这种演化是传统文人画的
现代性演化和学院性演化的一例。

传统文人画是文人的艺术， 有士人
画、士气画、文人画、文人之画和隶体、戾
家之说，它与宫廷即院体画、作家画、民
间画工画相对应而生。 传统文人画尤与
诗歌相通， 与诗同趣， 不仅讲究画中有
诗，且如诗外有诗那般讲究画外有画，画
外有诗。 至于文人画称隶体、戾家，前者
与隶书不及篆书工整有笔划波磔之变有
关，故董其昌言：“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
字之法为之。 ”后者所谓戾家即非行家、
非正途而谓，启功曰“戾把头子”是也。那
么，这种隶变似的、非行家正途的艺术，
也便没有统一的技法规范， 即所谓文人
词翰之余的墨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芥子园画传》 把本不能学的文人画总
结、归纳、分解为可学的物事，为文人画
家的启蒙提供了方便之门径， 另一方面
也养成了一般文人画家依赖画谱的惰性
和套式，弱化了文人画对个性、性灵、思
想的发挥。

吴昌硕学艺的路子和传统文人画家
没有太大的差异。 他像许多传统文人画
家那样， 从早年启蒙传统国学的经史文
词，然后科举，动乱与游历中开阔视野，
丰富学识。 他首先是一位篆刻家、 书法
家、诗人，中年之后方显露画才。 在治艺
的路途中， 他像古代传统文人画家一样
是拜师和自悟， 又在这师徒传授的路子
上教授了陈师曾、王一亭、王梦白、王个
簃、潘天寿等名家，却从来没在上海新兴
起的艺术学校里担任过教授。 但他却恐
潘天寿轻视功力学养，又有“只恐荆棘丛
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独
尔然”之诫语，是反对艺术胡为的。 所以
我说他是清朝最后一位纯正的未受西学
教育体系改造的文人画家， 也是现代第
一位预示了文人画转换的艺术家。

事情到了潘天寿时代发生了大的转
化。潘天寿虽经私塾启蒙，但在他出生八
年之后清政府即废止了科举制度。 他经
过了高小至师范系统的新学教育， 与中
国的士阶层一起群体地由科举入仕转向
了社会就业。潘天寿于中国文人画，除了
继续的阳刚雄强豪博的现代性转换之
外，便是将不能教、不必教的文人画传统
方式改变为可教可传的现代中国画教学
体系。 张立辰便是这一教学体系的优秀
学生和这一教学体系的继承者、 再传者
和发扬者。以中国画的名义，将文人画散
漫的文化传承体系转换为现代系统的理
法、规律的学院式教育体系，使文人画的
学养和笔墨在新山水、 新花鸟画中得到
传承，在人物画中得以化合，从而改变了
学院中国画教育的西化倾向， 这是潘天
寿艺术教育的重要贡献。 张立辰1960年
至1965年就学于浙江美术学院潘天寿
门下， 整整五年间直接聆听了潘天寿的
书法、画理画论课，构图及画面艺术处理
课这些古代文人画家未及梳理的理法，
是潘天寿教学体系的直接受益者。

张立辰浙美毕业后北上京华，1977
年始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历任中国画
系花鸟画室主任、中国画系主任、中国画
学院中国画学科委员会主任， 除教授本
科生外，又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与邱
振中合办中国画大写意高研班， 主持中
央美术学院博士课程班、高研班，领衔台
湖国画院八贤工作室， 所育弟子数量超
越前贤。 他向政协所作关于“中国画、书
法专业招收研究生及教师高级职称晋升
免试外语加试古汉语”、关于“《恢复中国
画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地位”
的提案， 更见其把中国画美学体系和文
人画学养进一步纳入学院化、 体制化的
用心。

张立辰全面继承了潘天寿的民族文
化立场。他认为学习中国画首先“要把文
化立场转移到中国文化立场上来”。他坚
持了潘天寿的中西绘画拉开距离论，在
现代文化背景下，又以“先讲民族性，再
讲现代性” 辩证地处置了民族性与现代
性的关系，受潘公凯“两端深入”论影响，
并不忽视将中国传统的“现代感”与西方
的现代感相沟通。 他明确地反对以素描
消解中国画的意象造型规律， 而视笔墨
为中国画的灵魂，系统地提出了“笔墨结
构”学说，认为笔墨结构就是黑白韬略，

“笔墨结构具有强烈的精神色彩”，“亦是
根据审美主体对生活中各种物象的典型
化”。 他据古人“一画”说，认为一笔创造
的精要，“是笔法”，“是笔意”，“是一笔的
状物能力”，“是中国画笔墨形态中的文
化精神内涵”，“是个性融入笔墨世界”。

张立辰根据潘天寿“学高不学低”和
“从规律入手”的思想，制定了“从规律到
技术，再从技术到规律，不断反复”的教
学方案。 为此，提出在学习中以临摹为主
的临摹、写生、创作关系，又以中国画的
意象美学和写意精神为指导， 主张在临
摹中“迁想妙得、临见妙哉”；间接认识自
然， 在写生中联想传统，“夺神取象”，重
写意而知精微。 他认为，通过写生和临摹
“悟出自己的笔墨结构这是第一度神化
的过程”，是“神化了的感受”；能把传统
和生活“打通，化掉”，“有相当的高度”为
第二度神化，此乃“神化了的笔墨结构”。
这“二度神化”论和“三个决定论”（“中国
功夫” 决定作品质量， 修养决定作品格
调，个性决定艺术风格）及“黑白韬略”，
及“实空白”、“虚空白”等皆是他对潘天
寿教学原则的创造性发挥。

笔者没有看到过潘天寿具体的教
案，却看了一份题为“写意精神”的《中央
美术学院张立辰教授中国画博士课程
班、高研班花鸟画教学大纲》，此为落实
由规律入手， 规律与技术反复学习的教
学方法的具体方案。

该方案的特点是：第一，明确的“自
觉弘扬中国画写意精神、传播中国画学”
的教学目的。 为此首先讲文化立场、美学
特色，“树立正确的、 带有研究性质的中
国画学习心态。 ”第二，由临摹入手，经写
生进入创作，系统地研究与掌握“中国画
理法规律”的方针。 第三，分阶段目标明
确。 第一学期：“着重于强调中国画的笔
墨功夫训练”，由兰、竹、梅入手从事基本
训练； 第二学期：“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
析着重讲述中国画的笔墨结构及章法布
局规律”；第三学期：“强化中国画意象造
型观及笔墨结构认识”；第四学期：“着重
以笔墨结构观念强化毕业创作”；由写生
而创作，插以专家讲座，完成包括书法篆
刻在内的三至五张毕业创作， 举办毕业
创作展（含画集、教学文献集出版）。 第
四，重视书法训练和诗文学养，学兰、竹、
梅，第一学期伴以篆书、隶书、楷书及篆
刻，第二学期伴以行草书，第三学期伴以
唐诗宋词研究，画论解读及论文写作。 第
五，重视学习古代传统，第二、三学期进
行自宋代至清代经典作品分析和名家画
法研究。

这是一部思想明确、目标清晰，极富
中国画规律的教学大纲， 是传统文人画
的美学传统经数度演化的规律性体现，
但又是文人画的随机性、自由性、不便传
承性向现代系统性及可传承性的学院性
演化。 当它兼有师徒传授和学院教育之
长而落实于一个学院之外的博士课程班
和高研班时， 尽管失去了些师徒制个别
传授的自如和学院必贯彻教学大纲的严
谨， 也许其价值与意义即在于这种两难
和两得之间， 也许这正是全民族对传统
文化的呼唤和中青年画家群体性期求从
名师升华的必然。

笔者曾论述古代文人画之社会生存
条件，今日文人画已经发生了异化，那种
不规范的聊以自娱的墨戏在真正的作
家、文人那里依然流行着，但在学院派出
身的张立辰这类专业化的艺术家笔下，
更多的承传是一种美学规律的传承。 当
你读过《张立辰中国画理法讲习录》特别
是后部 “潘天寿先生经典作品解析”之
后， 你会感叹潘天寿理法之精严和张立
辰解析承传其理法之深入。 由潘天寿到
张立辰已经不是简单的师徒关系， 而是
一种化合了文人画学养的中国画教学体
系的传承。 张立辰们也已经不是戾家，而
是化合了那些所谓戾家的文人画传统、
于行家技巧达到了相当高度的立志于
“学高不学低”的现代画家，又是背负了
传承与升华民族艺术责任的教育家，这
正是在吴昌硕之后由潘天寿到张立辰发
生的文人画的学院性演化现象。 在这个
民族艺术既要传承规律又要突破创造的
历史时空， 这种文人画的学院性演化现
象无疑是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
题。 （作者系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国美术
馆研究员）

张立辰———
传统文人画现代性和
学院型演化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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