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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 ”既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 ，

也可以是一个文化概念。

从字面看， 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

环太湖流域的富庶发达地区； 而从地

理角度看来，“江南” 在历史上处于不

断地变化中。 不同时期的江南，所指的

地域范围是不一样的。 它是南北朝时

期风雅清高的南朝，又是五代时期“春

花秋月”的南唐故国。 它是明代晚期工

商业发达的吴门， 也是清初胡桑遍地

的江南省。

从文化角度看，江南凌波水韵，翰

墨流芳，中正平和 ，风雅精致 ，以文心

墨韵见长，是中华精英文化的象征。 毫

不夸张地说， 是江南艺术精神引领了

中国传统艺术走向高端与精致， 是江

南文脉从长江汇入大海， 引导中华文

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融碰撞， 并且产

生了全新的创造力与辐射力， 乃至成

为整个东亚文化的酵母。

长期以来，江南艺术多元并举、和

而不同。 以长江中下游广袤的水网、富

饶的平原为中心， 历史上产生了非常

多的艺术大家。 如东晋时期的王羲之

与顾恺之，分别被称为书圣与画圣。 南

唐时的董源与巨然， 则被奉为南宗山

水的楷模。 宋代的“二米”，独创平淡天

真、不装巧趣的江南云山。 以倪瓒为首

的元四家，开拓文人生活题材山水画，

书写清雅秀润的“一江两岸”。 这些具

有开宗立派意义的书画名家， 无一不

生活于江南。 他们代表了高雅的文人

趣味， 也是中国艺术讲究书画同源的

肇始，更是整个中国美术史的主线。

自明清以来， 文人墨客在江南地

区大量涌现，赞美描绘江南的诗词、绘

画不胜枚举，而且他们往往结成社团，

互相唱和。 同时江南的地域性画派更

是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 在物质文化

与精神文明同等繁荣富庶的地缘基础

上， 江南纷繁多样的艺术流派成为整

个中华艺术的地标。 明代以文徵明为

代表的吴门画派， 纵情于笔情墨趣又

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清初四王承继古

法，描绘“中和”之美的观念山水。石涛、

八大山人、渐江、髡残以书画寄予志趣，

笔墨清奇，庄谐有度。 以龚贤为首的金

陵八家, 以石涛为宗师的扬州八怪，在

笔墨与图式上善于创新，也都是彪炳画

史的重要画派。 太湖流域，王原祁为首

的娄东派品高格正，董其昌为首的华亭

派古雅秀润，王石谷为首的虞山派兼容

南北，这些绘画流派都为后世中国艺术

的伟大复兴埋下了文化基因。 江南，不

仅是历代文坛骚客的精神后院，也成为

历代画坛墨客的梦里家山。

近代以来， 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

海美专，以徐悲鸿为系主任的中央大学

艺术系，以及以林风眠为校长的国立杭

州艺专，在江南地区形成了三足鼎立的

新艺术运动的态势。他们整顿古今中外

创作思想，总结提炼创作方法，有破有

立，培育了整个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艺术家。 这些艺术家们，创造出了近代

以来几乎所有的艺术范式。

曾有一度，上海租界之外的城区，

还属于江苏省管辖，近代以来，这里成

为了江南文人艺术家的寓居之地。 如

苏州的吴湖帆，常州的刘海粟，宜兴的

徐悲鸿等等，他们都集聚于上海，而后

成为了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巨擘。 以

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画坛， 不仅吸收了

来自全国的艺术精英， 如来自广东的

林风眠，来自四川的蒋兆和，以及一些

来自北方的艺术家， 与此同时上海还

吸收了外洋的艺术， 创造出多种独特

的艺术样式及艺术面貌。

20 世纪以来， 从南通走上国际舞

台的大画家赵无极， 以西方现代绘画

技巧融汇中国艺术的意蕴。 享誉中外

的苏州籍著名建筑师贝聿铭， 完美结

合了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 他们都继

承了江南的艺术文脉， 吐纳兼容中外

艺术养料创造出全新的艺术样式 ，他

们征服了世界艺坛， 令国际顶尖的行

家刮目相看。

江南的宜兴历来更是培育艺术家

的一个基地温床， 甚至在艺术教育界

有“无宜不成校”之说。 从宜兴走出来

的书画名家如徐悲鸿、 吴冠中、 吴大

羽、钱松岩、徐明华等等，皆自成一家，

为中国现当代艺术添风加翼。 众所周

知， 宜兴艺术的发达正是孕育自宜兴

极为深厚的紫砂文化， 它是文人艺术

趣味与民间艺匠相得益彰、 融而为一

的艺术创新的楷模。 这说明江南文脉

既有文人高标、风雅的一面，又有扎根

于生活大地、 从民间汲取艺术养料的

一面。 江南艺术是来自山水的艺术，来

自大地的艺术，来自文心的艺术，来自

书香的艺术。

总而言之， 江南艺术文脉的特点

是高雅的、精致的、中和的、圆融的，是

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辐射力的。 它是

整个中华文脉的一个重要的标杆 ，也

是世界艺术文化的一个楷模。 江南艺

术文脉在精神上是绿色的， 在技法上

是绿色的， 在精神家园的意象上更是

绿色的。 毫无疑问，江南是所有中华艺

术家心中的精神圣地。 他们选取各种

江南母题进行艺术创作， 从而生发对

人类精神家园的想象。

历代艺术家们对江南的群起唱

和，是通过“集体发声”的方式，昭示着

“江南文化共同体 ”的存在 ，这表现了

江南艺术家特有的文化自信， 即自领

一队的文化姿态。 这是他们精神文脉

的一种延伸， 也是艺术生命力得以绵

长持久的一个根基。

江南文脉是家园，更是家风，是绿

色环保的精神养料， 更是中华文明走

向世界的一个起点。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中华艺术文脉
昭示着“江南文化共同体”的存在

大写的江南，赋予现代艺术创新灵感
■ 李超

自古以来，“江南” 作为长江以南
的地域概念， 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地发
生变化和延化。 这是一个特定的鱼米
富庶的地理概念， 也是一个充满丰富
诗性向往的文化资源概念。 在 20 世
纪中国美术发展历史之中，“江南”同
样成为诸多值得“旧曾谙”的故事。 从
颜文樑、吴大羽、刘海粟到赵无极、吴
冠中、 张功愨等， 以及诸多后辈艺术
家， 都曾用现代艺术的创造力与影响
力，讲述“江南故事”，思考“意象江南”

所意。近日于苏州美术馆举办的“意象
江南———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艺
术大展”，即为我们呈现这样的江南艺
术盛景。

诚然，江南文化的诗性与文脉，促
成了“意象江南”与“中国气派”的精神
贯通，呈现出清新秀美景致的自然“江
南”之中，所蕴藏着的民族精神所注的
另一个人文“江南”———那是大写的江
南。 在 20 世纪中国艺术的历史语境
中 ，这种人文 “江南 ”，为诸多艺术名

家， 赋予现代艺术策源的集群与生态
的文化滋养； 赋予中西融合形式的创
新灵感。“大写的江南”，显现于传统延
续、西画东渐、大众流布历史主线，从
样式移植到风格择取， 逐渐形成中国
现代美术转型与演变中“中国气派”的
本土化取向。 20 世纪前期本土艺术
家，无论是留日和留欧，在江南题材的
语言表达上，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中
西融合的倾向。

大写的江南，维系“中国气派”，倾
力于艺术语言和精神观念的结合。 无
论是在留法和留日的西画家方面，我
们都能够发现这样的艺术事例。 此次
展览汇聚的近现代美术名家， 其相关
艺术探索，大致出现两大倾向：其一是
侧重于西方写实性语言与传统写意语
言的结合； 其二是侧重于西方表现性
语言与传统写意语言的结合。 他们可
谓“中国气派”的成功先行者。 其写意
的风景形象和人物造型中既含有逸笔
泼彩的意趣， 又具有表现主义风格形

式的痕迹， 成功地描绘出美术作品中
的“中国气派”。这种中西融合的艺术
实践 ， 其意义正如鲁迅所指出 ：“以
新的形 ， 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
己的世界 ， 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
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
是：民族性。 ”

事实上， 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所以
多以“中国气派”为重，而“江南”题材
样式择取，不失为其中样板之举。这是
因为在 20 世纪的独特时期形成特殊
的文化联系， 是因为诸多艺术家始终
心怀振兴民族艺术的信念和使命，同
时他们的学识背景和知识结构， 又使
得他们在自己不同的艺术历程中，先
后多次扮演中西绘画兼能的大家形
象。 风景对应山水，思考意境所为；静
物对应花鸟，考量格调所现。历经时代
变迁， 前辈艺术家在从事主题性创作
的同时，也对于抒情性题材有所关注，

微妙地体现出艺术家对于写实、表现、

抽象多种语言的探索思考， 呈现出凝

重而抒情的画风。

历史地看， 具有 “新兴艺术策源
地”殊荣的上海近现代美术，立足长三
角独特的艺术集群与文化生态， 呈现
现代艺术精进的艺术风尚， 也不失为
推进海派艺术发展和演进的一股生生
不休的潜流， 形成了写实性绘画语言
改良和表现性绘画语言突进的双重格
局， 这成为现当代上海美术发展的一
种关注视点。 就展览中的前辈艺术大
家创作而言， 他们是将写意与表现加
以契合，对于江南的风景，在中西融合
的思潮和语境之中， 逐渐注入本土化
探索的观念、情绪和直觉，用笔的节奏
感和空间的象征性， 都意味着写实形
象向形式语言的多种过渡和转换。 这
使我们看到“中国气派”所呈现的视觉
造型的丰富性。其探索的核心在于，对
于传统文化因素，进行创造性解读、重
构和变体， 幻化出属于画家内心独特
的自由和单纯的想象之物， 转化为一
种独特中国意象的人文景观。

大写的江南， 实则作为一种文脉
基因，传承不息，在后辈的艺术家之中
发扬光大。 他们以海派文化的性格气
候的契合为内制， 以形式语言的强调
和重视外化， 形成了上海美术的特有
面貌。他们围绕架上艺术的多种手段，

实施多种视觉方式的兼容并蓄和趋时
务新， 无疑决定了这种兼容多元的艺
术格局，从心态到状态上，都孕育和保
证了意象江南中人文理想与形式探
求。作品中的中国意境与格调，既作为
经典传承的回应， 又担当文化创新的
开拓。虽然今时的架上艺术，与前时的
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发生改变，但就
文脉传承的创新基因与画家主体的精
神传统而言， 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可
比性。温故而知新，前瞻和思考未来江
南艺术生态优厚的资源转化， 以及协
同发展共进的前路， 这个展览或许给
了我们些许启示。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教授）

江南艺术文脉的特点是高雅的 、精致的 、中和
的、圆融的，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辐射力的。 它是
整个中华文脉的一个重要的标杆，也是世界艺术文
化的一个楷模。

江南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发祥地。 颜文樑、吴大羽、刘海粟、赵无极、

吴冠中……中国美术史上一系列如雷贯耳的现代艺术大师、大家，几乎

都与江南这片地域有着紧密相关的联系。 他们的艺术作品未必是对于

江南景观的如实再现，有的甚至运用的是抽象艺术手法，然而它们却都

传递出一种鲜明的江南意象，浸润着江南文化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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