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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化时代化美术体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术
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美术，
弘扬革命美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术，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美学的影响力。繁荣发展中国美术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美术作品。

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术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使
国家形象发生了巨大改变。进入21世纪，当国际竞争的热点从经
济、军事等方面更多转向文化时，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
和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术体系正当其
时。这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
后文化自觉增强相关；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间
的交流与对话日益频繁，亦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变得十
分迫切。深入研讨和正确解读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术体系，是
当代美术事业发展面对的现实课题。

倡导具有民族气派的美术创作，就是要鼓励广大美术家积极创
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美术作品因其
视觉的直观可感性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艺术方式。面对日新
月异的现实生活，美术家还要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更多展
现国家新面貌和新形象的美术作品，创作更多具有历史深广度、富
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使中国美术民族气派得到充分的展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美术发展史上出现了大量塑造中国形象
的优秀美术作品，对于激发民族精神、塑造共和国的形象、凝聚民族
的意志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当下，美术创作的题材、语言越来越
丰富、多元化，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创作者以照片、影像素材
取代体验生活，用艺术技巧代替艺术激情，以华丽包装掩盖本体萎
缩，用炒作代替辛劳创作等问题。一些美术工作者在民族形象、国
家形象塑造上缺少激情，对重大题材、重大主题创作有畏难情绪，也
有一些人受到市场的诱惑，以商品画、泛行画代替艺术创作等，这些
问题都值得警惕。中华文化要更好地走向世界，美术家要更好地用
美术作品向世界展示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的中国国家形象，如何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
积极创造表现中国形象、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成为美术界的
重要课题。

有鉴于此，以重大历史题材等主流美术创作来增强文化影响
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更加重要。全球化和多元
化、民族性和国际性既对立又统一，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的
文化艺术更应该深刻彰显民族文化与中国精神，通过艺术作品实现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进一步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术体
系。在美术作品中倡导民族气派不仅符合美术发展的时代要求，也
符合美术发展的自身规律。

民族气派构建的时代意义

所谓中国美术的民族气派，从本质上说，就是美术作品中塑
造的艺术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和民族审美特色，即
美术家通过所创造的艺术图式，强化民族情感、深化民族理念、拓

展民族审美传统，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它牵涉对外来文化的扬
弃与借鉴的问题、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民族审美传统与
时代发展问题等，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综合体现。

中华民族具有以儒、道、禅为核心的中正、雄健、充实、浑厚、磅
礴的阳刚气象，同时兼具自然、虚静、空灵的阴柔品格以及冲淡、冥
想、觉悟、圆满的洒脱禅境，它既有纵贯古今、吐故纳新的胸怀，又具
横融中外、激浊扬清的气度，圆通、整合、和谐、包容的大气使它绵延
千年而不衰，历经坎坷而弥坚。而最能体现中国国家形象与民族气
派的就是中国书法与中国画，中国书画通过“写意”以“参赞造化”，

“澄怀味象”与“以形媚道”成为中国书画的最高意境。树立中国美
术的民族气派就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精神和艺术理念予以当代
化，使这种精神在新的语境下不断发扬光大。

民族气派不只是风格上的总结，也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概括。
美术作品中的民族气派是中国美术家在作品中所“构建”出来的国
家气质、国家精神，体现了国家的价值观、荣辱观。当代民族气派美
术作品应该着力塑造好当代崭新的中国人形象，以时代的审美重新
阐释中国人民的当代风采。

当然，美术作品中的民族气派是立体而丰富的。美术家既要让
人们看到时代的变化，也要传达一些永恒的价值。美术创作不能和
历史脱离，它与文化传统应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应当充分体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神韵，并通过中国形象的塑造，阐释当代中国文化
的内核，将丰富多彩、多元放射的美术形象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
传统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文化内在灵魂的形象载体。

美术作品中的民族气派也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通过具体可
感的美术形象呈现出来，这不只是表面形式问题，还更多涉及精神
层面的问题，并与民族传统紧密相连，和历史、未来休戚相关。塑造
美术作品中的民族气派要避免将其抽象化、概念化、简单化，在美术
塑造中需要丰富多彩的艺术技巧，画家必须要刻苦钻研本民族美术
的审美特质、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美术作品中的民族气派也体现
着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认识与了解，它在题材、主题、情节等方面都体
现着美术家艺术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美术作品中的形象塑造
应该是指向人的灵魂深处，只有打动人的灵魂，民族形象和民族精
神才会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美术家纷纷以画笔描绘祖国的美好
河山与革命历史，以作品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人民
所取得的不朽功勋，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如唐勇力的国画《开国大典——新中国的诞生》、何红舟与黄发祥合
作的油画《启航——中共一大会议》、詹建俊的《黄河大合唱》等优秀
美术作品，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通过欣赏这些具有中国化民族气
派的美术作品，我们可以回望一个民族的辉煌革命进程，进而激发
出一个民族经久不息的战斗精神，从而创造美好的民族未来。

当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强化美术创作中的民族风范和民族
气派，对于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全体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
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美术家应大力创作积极表现中国美术风范、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以美术创作助力
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铸就，这是当代美术家的职责与使命。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刊编辑）

在中德建交50周年之际，由中国美术馆、
清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联合
主办的“永恒的温度——中国美术馆藏路德维
希夫妇捐赠作品选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
物馆开幕。作为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
之一，此次展览展出中国美术馆藏路德维希夫
妇捐赠作品61件（套），分“消费文化”“建构社
会”“拓展语言”“构成边界”“记叙生活”和“继承
传统”六个部分，立体呈现了20世纪60至90
年代的欧洲和美洲的艺术面貌。

彼得·路德维希教授和夫人艾琳·路德维希
教授是国际知名收藏家、学者。1996年，他们将
个人珍藏的巴勃洛·毕加索、安迪·沃霍尔、格哈
德·里希特、大卫·霍克尼等艺术家创作的89件
（套）作品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馆。这批作品来
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囊括多个艺术流派，呈现出
不同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中国美
术馆自接受捐赠以来，每年都以这批藏品为基
础，通过展览、研究、公共教育等方式，最大限度
发挥这些艺术经典的价值。26年来，已有百余
万观众亲眼目睹了这批文化珍品的风采。

2020年12月，中国美术馆与清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开启了
“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馆校合作新篇章。此次路德维希夫妇捐赠
作品走进清华校园，也是双方通过藏品研究构建学术共同体、深化
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举措。展览以“美育”为切入点，以作品和文献
相结合的方式还原了一个时代的切片，并在此基础上向广大观众阐

释这些作品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2016年，中国美术馆首次举办以“永恒的温度”为主题的特展，

以纪念捐赠者的大爱。作为捐赠的受益者，中国美术馆再次以“永恒
的温度”为题，希望通过展览，让这批作品的情感温度和中德之间友
谊的温度不断“升温”。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日。

（路斐斐）

中国美术馆藏路德维希夫妇捐赠作品选展在清华大学举办

构建中国化时代化美术体系摭谈
□黄丹麾

举办“史笔诗心”这个学术艺术展，首先
要感谢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感
谢我的母校中央美术学院，感谢中国美术馆。

这个展览叫“史笔诗心”。说“史笔”，因
为我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讲求以古为
鉴，旧邦维新，史笔如椽。我又是新中国栽培
的第一代美术史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美术的
传统及其现代发展，在教学岗位上，在美术评
论、书画鉴赏方面，以美育为目标，探讨“借古
开今”的历史经验，做了一些接续前人面向未
来的工作。说“诗心”,是因为我国又是一个
诗的国度，讲求以诗言志，以诗抒怀，重视诗
教。我更一直陶醉于诗情画意，喜欢写格律
诗，也一直思考诗与画的关系，从中理解中国
的艺术精神。而我向往的“史笔”，我钟情的

“诗心”，都来自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国家的培
养、时代的召唤、历史的使命、家国的情怀。

我上中学的时候，考进了鼓楼附近的北
京中国画院的周末学习班，接近了诗书画印，
熏染了民族传统，也参加了景山公园里面的
北京市少年宫历史组，走进了悠远的历史时
空。很小便被人戏称“老夫子”。考大学的时
候，对美术的爱好加上对历史的兴趣，使我选
择了美术史学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的首届
本科毕业生和“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班毕业生。后来我
留校工作，从18岁进美院到81岁的今天，不知不觉已
经过去了62年。

60多年来，我曾一度工作于博物馆，后来一直在
学校，始终做着中国美术史、古典书画论和古今书画品
评鉴赏的教学研究工作。由于做的是自己最感兴趣的
事情，又遇上了一批道德文章都居于顶流的校内外名
师，在他们的培养下，我在专业上不断有些收获，总觉
得非常受益，非常满足开心，有时开怀大笑，大家都说
我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在学术上我自认为属于中上资质，没有开宗立派
的野心，只是在师辈的言传身教下，在传统的基础上，
去求得扎实而不空泛的寸进，起到承前启后的点滴作
用。最难忘的是老师的教育，他们给我的教诲，首先是
德，是重义轻利，是淡泊名利，是责任担当。他们的立
德树人，崇德尚艺，培根铸魂，先器识而后文艺，使我受
益终生。

启功是我中学老师的老师，也是在中央美院美术
史系上课的老师。新时期之初，书画市场才恢复，我到
他位于小乘巷的家里去，他给我讲了一件他处世的事
例，让我深受教育。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在琉璃厂买了
他一幅字，拿来给他看，说你这幅字写得好啊。启功就
问，花了多少钱哪？那人说不贵，是多少钱买的。启功
于是出南屋去了北屋，如数准备出钱，回来对客人说，
我们是朋友，你需要字，开口就是了，怎么能花钱去买
呢？说着就把钱递给那朋友，说这字算我送给你的，以
后需要字随时张口，不要去买，否则就是不拿我当朋友
了。他接着问我：你说是不是这样做比较好。我说，您
这是告诉我怎样叫重义轻利。

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安治先生，对我的教育不光是
专业，更具有一种师道传薪的担当意识。我担任系主
任后，总觉得应该设立奖学金鼓励年轻同学和年轻学
者。王森然奖学金设立后，我还想再设立一个，苦于没
有办法筹措资金，就和张先生讲。他说，你别着急，我
帮你想办法，你看过一些我的收藏，我会挑一件最好的

画卖掉，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那怎么使
得，不能这样。不久张先生去世了，师母师
弟落实了老师的遗愿，捐献了张安治美术
史奖学金，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支持，
更是一种身后的担当，是留给美术史系后
生学子永远的遗爱。

在专业方面，我在师辈的引导下，研究
和教学比较重视鉴定学与个案研究的基本
功，重视传统书画论体现的文化艺术精神，
重视文人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的联系
区别与跨越，20世纪美术学术史的反思。
在方法上重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题材意蕴与形式风格的兼顾，
艺术本体规律与外部条件的辩证。

本着这样的追求，多年来，我做了一点
工作。但我的专业研究往往随着教学多方
面的需要，铺得较开，成果分散，不够集中，
也不很系统，有的只是开了风气，自己并没
有做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
得自己的不足，可以自慰的是，在我这一代
人中，我是新时期最早被邀请出国的中年
学者之一，但我能“平视西方”，时时以前人
的“竖起脊梁立定脚，敞开眼界放平心”自

励，能比较早地以民族文化自信的意识鞭策自己。
我从中学时代就学画、学书、学诗、学印，大学时

代，每周都有三个半天的绘画课，国画由刘凌沧主持教
学，西画由韦启美先生任教。在老师的影响下，我也一
直重视艺术实践对理解艺术规律的重要性，但所画不
多，只留下少量年轻时代的临摹和写生以及后来极少
的创作，新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怎么画了，也很少刻印
了。但是一直写书法，融碑入帖，以宋意入唐法，写自
己的题画诗和言志咏怀的旧体诗。我这个展览，一部
分是以史笔写作的文献，另一部分是书法写作的诗歌，
展览大体分四部分：一史论学术，二美育教学，三诗书
艺术，四师友互动。

在不同年代的文献中，我留有笔记、卡片、讲稿，论
学书信、论文批改，还有日积月累收集整理的画家个案
的系统资料，更有边看边记录边精心手绘的卷轴画和
石窟造像。现在这个时代，想收集文本、图像，网络一
搜，手机一拍，就都解决了，我们那时没有这些条件，只
能用笨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一笔一笔地画，倒也
锻炼了直觉的观察感受能力，尝试了“经诸目，运诸掌，
得之心，应之手”的表现力。回首这些发黄的文献，好
像又回到了早已逝去的踏踏实实治学的从前。

在展出的书画中，有自己的作品，也有师友的馈
赠，更有彼此互动的诗配画，细细观看，可以了解其中
的故事。比如中国美院的老教授王伯敏先生，是我师
辈的忘年交。某年，他画了一张山水寄给我，画的是
《黄山白岳图》，上面题字说，我邀你春节一起来游黄
山，不管你能不能来，都要写首诗回复我。我于是写了
首五言古风寄给他，后来自己写成书法，裱在《黄山白
岳图》上。这件作品，记载了前辈学人以传统方式对晚
辈的传帮带，诗情画意、生动鲜活，看到它就如又见到
了老辈学者文雅风趣的音容笑貌。

可以说，这个展览是汇报，也是总结。它从一个方
面反映了我这一代美术史论学者的努力，反映了我们
治学的环境和面临的时代课题，也反映了我们的长处
与我们的缺憾。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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