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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批评家在艺术史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美术的现代进程中，活跃在当今艺坛的批评家，关注着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发表批评意见，
同时力求借鉴美术史的经验和艺术的普遍原理，从学术层面提出问题，引起美术界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对美术创作的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丛集结的10位批评家都是在美术史和理论领域某个方面有研究的专家，他们的学术出身、理论体
系、研究方向、关注的侧重点、采用的方法论均不相同，但是他们共同关注着中国美术的发展。
本文丛集中展示批评家们对中国现当代美术的不同的观照与思考，是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从不同角度
的梳理与总结，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的清晰脉络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争论、探索与开
拓。

　　邵大箴先生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当代美术的研究，其中对西方现代美术的发展及中国当
代美术研究尤为深入，成就卓著。
邵大箴先生作为20世纪50年代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学生，接受了美术史论教育，知识体系涵盖世界各
个民族的古今建筑、绘画，雕塑和实用美术等。
回国后，除进行西方美术史教学外，还不断翻译介绍西方美术史，尤其是“文革”后，对西方现代美
术的介绍，为当时如饥似渴的知识青年开拓了视野，带来了新鲜空气，《美术》杂志主编的职务，更
把他推到当代中国美术的思潮和走向的思考上。
当代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特别是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联系，以及中国画的创作问题，成为他长期关注思
考的课题。
深厚的西方美术史学养以及长期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的关注与思考，使其在面对诸多思潮及敏感问
题时，总能保持客观的认识，在大潮的波动中不动私心，泰然处之。
在涉及当代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关系的司题上坚持“要走自己的路”，在文人画的“复兴”司题上，
主张走“借古开今”的道路。
力促中国美术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
50多年来，作为新中国美术理论与研究的风雨历程的见证者与亲历者，邵大箴先生以其睿智的思想、
客观冷静的态度、深厚的学养，不停思考，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重要文章，主持和参加了各种国
际、国内的学术讨论会，时时关注着中国当代美术的创作与发展。
本文集集结了邵大箴先生几十年来的创作心血，分为新局与问题、新潮与批评、借古开今、史论与美
育四部分，反映了他对新中国以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敏锐观察与冷静思考，是其学术观点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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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大箴，1934年生于江苏镇江。
1955-1960年在俄国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艺术学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至今在中央美
术学院任教。
曾任《世界美术》杂志负责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
论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学研究所所长，《美术研究》主编，中国
美协会理事，第2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科主编，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特聘教授，俄国列宾美术
学院名誉教授。
著有《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欧洲绘画简史》（与奚静之合著）、《西方现
代美术思潮》、《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西方现代雕塑十讲》、《艺术格调·邵大箴论
艺术》、《美术，穿越中西》（北京社科名著）等。
译有《论古代美术》（[德]温克尔曼）。
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口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美术》《美术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有关中国当代美术和两方美术的评论文章。
曾多次在国内外参加和主持有关当代艺术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和讲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邵大箴卷-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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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闷?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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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雕塑：宁缺毋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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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潮与批评
　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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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在传统与西方文化冲击面前
　探索性的美术和其他
　有破有立
　痛苦的思考
　当前美术界争论之我见
　自觉的选择
　当代中国艺术与文化自觉性
三 借古开今
　理论争鸣和内地水墨画的发展
　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水墨画与社会变革
　中国画和中西文化交融大背景
　移步不换形和移步换形
　借古开今
　传统绘画体系与多元发展趋势
　写实主义和20世纪中国画
　写生与李可染的山水画
　在西方现代思潮冲击下的中国画革新探索
　油画的民族色彩问题
　我们拥有的和我们缺少的
　光辉而曲折的历程
　无愧于时代的艺术
　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
　当代中国油画三题议
四 史论与美育
　邵大箴简历及学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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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会给观众留下难忘的视觉印象，能产生深刻的心理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王式廓的《血衣》、秦征的《转移》、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上》（描绘主席在革命受挫折以后
在井冈山上的思考）、潘鹤的《艰苦岁月》、罗中立的《父亲》等，形象都很有深度，很有时代感。
在这次展览会上，罗中立的《金秋》也是很引人注意的，是这位年轻画家通过老年农民的肖像描绘农
村变革可喜与必要的尝试。
但从形象塑造这一角度来要求，似乎不如《父亲》洗练、概括，也没有像《父亲》那样在内容和形式
上取得高度的统一与和谐。
　　大力提倡人物画，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绝不是轻视和贬低山水花鸟和风景画，这是不应该被误
解的。
在山水、花鸟、风景画的领域中，同样能出现反映时代面貌和精神的大师，而且一个画家在一个方面
要真正迈出革新的一步，也都要花费毕生的精力。
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提倡和强调人物画，是因为人物画能直接地反映当代生活，能表现当代人们最关心
的切身问题，能激起人们深刻的共鸣，能鲜明地体现深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还因为，由于近二三百年来在我国文人画的发展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毫无疑问，我们提倡的，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冷漠的照相式的人物画，不是没有生活气息的学院派的
人物画，而是充满着生命力的、富有个性的人物画。
　　四川美院的师生们的作品在描绘风土人情方面有独到的成就，人物画也不乏新作，但是在描写当
代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塑造有深度的人物形象方面，还略嫌不足。
人们期待他们更上一层楼。
他们是不会辜负人们的期望的，因为他们是探索者，而探索者是艺术上的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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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支持艺术多元化（不要把文艺观念的多元与政治上的多元混为一谈）
的提法，多元是指艺术观念，多样是指风格面貌和形式技巧。
    邵大箴认为艺术走向现代有多种途径、多种形态，而且各民族、地域的艺术走向现代形态必然带有
自身的特点。
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参考和借鉴，而对它顶礼膜拜肯定是一种
奴颜婢膝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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