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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海港晨曦》，中国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林风眠《白手套》，中国画，上海中国画院藏 ▲吴冠中《荷塘春秋》，油画，中华艺术宫藏

东西交融中坚守文化主体性
绘就最美“中国式风景”
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明起亮相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

范昕

他们建构现代绘画
的新图式，是极具当下
价值的“双创”成功样本

为更好呈现美术里的中国、美术中

的上海，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为

平台的“大美术馆计划”，持续推进“日出

东方”“海上风华”和“人民城市”系列现

实主义美术创作工程，以及“何谓海派”

之“历史的星空”“历史的星光”和“历史

的星辰”系列原创艺术大展，更在此次“中

国式风景”大展立足中国美术、上海美术

的历史发展脉络，将研究和策展的目光

聚焦于中国画的现代化转型、创新性发

展。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方世忠谈到，展览充分体现上海作为

文化建设的高地、中华文明展示的重要

窗口所始终坚守的文化主体性，以及弘

扬城市精神品格、增强全球视野、充分

发挥美术资源集聚优势的创新能动性。

同是描绘自然景象，西方风景画和

中国山水画各成体系、大相径庭。“中国

式风景”的展览主题，之所以用“风景”而

非“山水”字眼，是为表明在中西交融过

程中中国艺术借鉴西方成果的史实，同

时亦包含自然风景（风光）、社会风景（风

情）和精神风景（风骨）等意味，涵盖林风

眠、吴冠中多元的创作题材；而以“中国

式”作为展览立场鲜明的定语，则为强调

中国元素、中国精神对具体艺术实践的

价值定位和文化判断。

大展在展区中轴线上特辟“主题演

绎区”，分别从中西文化的横向对照、古

今笔墨的纵向拉锯、艺术的外在形态及

内在本质的关系等话题切入，从民族、时

代、个性等角度由外而内深入探讨两人

的艺术共性。“主题演绎区”两侧的一左

一右两个展区，则分别以时间为序，以丰

富的艺术作品呈现两位艺术家如何在不

同时空背景、不同历史使命下以各自的

方式展开的艺术探索，如何树起两座“笔

墨当随时代”的丰碑。

大展总策展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陈翔指出，如果说，林风眠和吴冠

中的艺术成就创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样本，

在今天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之时，这两

份样本已显示出异常可贵的当下价值。

在他看来，两位艺术大家的艺术创新在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绘画的现代化、当代

化转型，也推动了绘画艺术的中国化、中

国艺术的世界化。他们打通了中西绘画

的界限，把中国画、西洋画都还原为绘画

艺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无界的探索，从

而创作出新的艺术图式。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艺术大家均与

上海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彰显了海

纳百川的上海城市品格。林风眠在上海

生活的近三十年间，正是他艺术生涯中

成果丰硕的成熟期。对于吴冠中而言，

上海则吸引了作为非本地人的他嫁女儿

似的郑重捐赠——他将自己最具代表

性、最精彩、最齐全的各时期作品赠与上

海，将自己精心培养的“混血女儿”托付

给这座多元开放的城市。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党委书

记、执行馆长王一川表示，中华艺术宫一

贯践行“城 ·人知美”的宗旨，此次大展是

中华艺术宫在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

文化旅游年之际为广大市民朋友奉献的

一道文化盛宴，以此开启最高品质的美

术馆社会大美育，推动整座城市向心而

生、与美同行。方世忠希望，“来上海看

美展”能够成为城市形象的“金名片”和

都市消费的“引爆点”，期待市民游客走

进上海的美术场馆，沉浸式体验“中国式

风景”，从中华文化和中华美学中得到心

灵的滋养、汲取奋进的力量。

他们开辟中西融合
的新航道，是对中华艺
术主体性的坚守

林风眠与吴冠中是两代人——吴冠

中193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时，林风眠

正是校长。他们各自凭借独具辨识度的

艺术面貌，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发展

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将林风眠与吴冠中并置打开“中国

式风景”，是因两人在艺术探索上呈现出

一些耐人咀嚼的共性。他们都曾留法，

都进行了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探索，也

都尝试了油画中国化；都从写意的角度

融通中西艺术，而非机械的写实；都是墨

彩交辉，注重黑白对比；都注重线条之

美，形式美和构成美。更重要的是，他们

都西为中用，以对于主体性的坚守，创新

了艺术的“中国范式”。

拥抱外来文化，还是固守纯粹的民

族性？林风眠与吴冠中的选择是一致

的。他们先后留学法国，日后都选择回

到故土，并热切地以国外所学服务祖

国。尤其是，林风眠与吴冠中的水墨探

索最大特征是由西方近现代艺术的写意

性入手加以中西融合，最终取向既不同

于徐悲鸿（古典写实），也不同于赵无极

（现代抽象），开创了中国水墨艺术的全

新篇章，让今天丰富多元的水墨艺术生

态成为可能。此外，吴冠中更是树立了

油画民族化的成功典范，让中国油画有

了自身的形式逻辑和艺术风格。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刘骁纯认为，林风眠与吴冠中分属中国

画借鉴西方艺术进行现代转型的不同阶

段，林风眠是新写意型的开拓者，吴冠中

接续林风眠的写意型探索加以发展，并

到晚年完成抽象型的探索。

策展人项苙苹指出，林风眠东寻西

找的成果是创造了不论媒介、画种的绘

画类型“彩墨画”，借西画的光、色、造型、

结构等使传统水墨画的面貌大为改观，

并完成了光、色、墨的有机结合。此次展

出的林风眠1940年代的静物画系列，已

可见斑斓的色彩。到了1970年代的《大

理花》《鲜花（之一）》等作品中，融贯中西

的手法显然相当成熟，画面追求意境，讲

究神韵、技巧，强调真实性与装饰性的统

一，运用明亮鲜艳的色彩，强烈中显示出

柔和，单纯中蕴含着丰富。林风眠不分

中西，无所谓国画、油画、水彩、水粉之区

分的创作摸索，颇有当代意味。

吴冠中则水墨、油画并进，自由出入

于梵高、马蒂斯、郁特里罗、蒙德里安、波

洛克等西方现代派大师，为水墨艺术开

创了抽象的一种范式，也为世界油画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让中国油画有了自身

的形式逻辑和艺术风格。亮相展览的巨

幅彩墨画《狮子林》作于1983年，即为吴

冠中以东方之韵吞并西方形色的早期代

表作。画面流动的点线曲折盘旋、横来

竖去，朱砂、石青、石绿、藤黄等色彩像五

彩斑斓的宝石一样，随墨点镶嵌在波涛

汹涌的银色韵律中；具象、抽象、幻象，石

头、树木、亭宇、回廊、小桥、池水、游鱼，

一切都融入混沌的势象律动中，一派东

方绘画的风骨和神韵。

随顺时代创新，还是恪守旧有笔墨套

路？林风眠与吴冠中均以融贯中西的学养、

新鲜的时代经验、灵动的个性化行笔运墨

在开拓创新上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

探索打破了传统国画相对单一固化的评

判标准，为中国画的创作开辟了新航道。

林风眠的“中西调和说”抛开了画种

的执念。此次展出的无论《少女》《莲花

仕女》等仕女系列，还是《春天》《村舍》等

风景系列，抑或《野花》《白手套》等静物

题材，甚至《轧钢》《农妇》等建设题材，均

采用方形构图并融入西方绘画的构成、

造型和结体。林风眠从更广泛的各类民

间艺术如汉画像砖、宋瓷、皮影、剪纸、敦

煌壁画等吸取养分，甚至借中国戏曲重

新认识、理解立体主义对时空的自由处

理，借皮影的几何形状打造中国式的抽

象效果。其流畅、迅疾、灵动、露锋有时

粗重的线条糅合了宋瓷、汉画像砖和立

体主义、野兽主义、表现主义等，违背了强

调书法用笔的传统笔墨规范，突破并拓展

了笔墨的范围和概念。

林风眠对传统笔墨的态度尚留有余

地，援引各类民间艺术鲜活的技艺稀释

清末以来日趋狭隘的文人审美趣味，吴

冠中则和传统笔墨进一步划清了界线。

吴冠中于1992年提出“笔墨等于零”，认

为笔墨只是工具和手段，但中国绘画界

形成了以笔墨来衡量一切的品评习惯，

使创作被各种笔墨程式和框架所桎梏不

能得以自由挥洒。吴冠中的水墨画属于

现代型水墨，从造型、点线面的构成和色

彩关系等入手去自由使用水墨媒材，甚

至用排笔、大刷子或针筒注射隔空滴洒

等方式不择手段、择一切手段去打造画

面效果。此次展出的吴冠中晚年的《彩

无极》《晚钟》《红绿层楼》《海港晨曦》《雨

花江》等一批作品，或以丰富的色点构成

一个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或以标志性

的抽象笔法在方寸之间营造自然景观。

这些虽然不是传统笔墨，但同样富于东

方韵味和美感，并由此打开让更多人以

水墨媒材创作的可能性，也打开水墨艺

术的更多可能性。

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世界视野中，以文
化自信面向未来

世界艺坛上，林风眠、吴冠中分别享

有的重要坐标毋庸置疑。对于林风眠，

英国著名艺术史学者、汉学家迈克尔 ·苏

立文说：“林风眠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占

有独特的地位已是世界公认的。”法国赛

努奇博物馆原馆长瓦狄姆 ·埃利斯塞夫坦

言：“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中国画家中，对

西方绘画及其技法作出贡献的，林风眠先

生当为之冠。”而对于吴冠中，国际著名艺

评家梅利柯恩称：“发现一位大师，其作

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且能打

开通往世界最古老文化的大道。”熟悉20

世纪中国艺术与社会艰辛发展历程的人

都会发觉吴冠中的作品不难理解。艺术

史学者曹星原与美国著名中国艺术史

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高居翰

评价：“他（吴冠中）的绘画充满了最能集

中反映本世纪中国艺术面貌的多种特点，

即东西方艺术的汇合及杂交。”

在全球化、扁平化的时代，包括当代

艺术在内的西方文化全面来袭，数字技

术、人工智能成果瞩目大有取代人工之

势，本土艺术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视野中重新审视

和观照当代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

大展提供了既有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又

关乎未来发展的思考维度和重要话题。

方世忠谈到，面对新时代、新机遇、

新挑战，回顾林风眠、吴冠中两代艺术家

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重新审视他们

艺术创造的理论逻辑、实践途径以及在

中西艺术交融中蕴含的文化主体性意

识，有利于我们更好思考如何担负起新

时代赋予的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中国式风景。

一百多年前，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绘画向何处去”
是心系中华命运的艺术家们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林风眠和吴冠中等
艺术家用不懈求索和躬身实践，作出极具中华价值和深远影响的回
答。林吴二人的艺术道路始于东方，融合西方，进而又影响世界，创造
了东西方文明互鉴在美术领域的代表性成就，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样本，同时成为海派文化精神的真正
体现。

明日起，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
联手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策划的
“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正式于中华艺术宫开幕。大展
精心遴选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国有美术机构所藏两位艺术大家
的200件/组佳作，涵盖他们不同时期的中国画、油画、水彩、素描各
门类，呈现林风眠、吴冠中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以融通中西古今
的创新精神，在艺术领域探索开创的“中国式风景”。

中西文化交汇中存在着不同的路径，林风眠、吴冠中都曾留学法
国却在中西融合中充分坚持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彰显出难能可贵的
意义。展览于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之际推出，是增
强中华文化自信、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次实际行动。展览由京
沪合作，充分整合资源优势，彰显国有美术机构艺术资源的实力，也体
现了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为核心的“大美术馆计划”的积极作
为，上海“国有美术航母”的握指成拳。

据悉，在中华艺术宫之后大展将北上，以全新的策展思路和展陈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启“一个主题，两种表述”。

① ②

③

①林风眠《金

秋》，中国画，上海

中国画院藏

②林风眠《仕

女》，中国画，中国

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③吴冠中《狮

子林》，中国画，中

华艺术宫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