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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不是一本编年史，也不是个人小传的汇集。
某年之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并没有一定之规，写某人，不写某人，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往往受所能
找到的材料局限与制约。
然而某种大致的规则还是有的，譬如一定得是艺术家，至少也得学过绘画或懂点绘画，按“外行领导
内行”的做法，有些人在学校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本身也有意思，仍不列入专写的范围。
我用了仿佛点彩派的做法，即以原色的点，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地铺排堆垒在一起，让它们彼此间发
生联系与冲撞，然后共同组成意象与印象。
取舍标准看是否有助于说明主题，我的重点乃观察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生发展及
它与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本书涉及的内容基本上取自有据可查的现成文字，有些是正式出版物，有些是内部印刷品，也有些来
自网络，只有极个别采访了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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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当年成立时叫国立艺术院，是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后来随时代风云几经变迁，
先后改称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华东分校、浙江美院⋯⋯
因为聚集了一批顶级教育家与艺术家，它的历史几乎就是20世纪中国艺术教育史与半部艺术史。
赵建雄所著的《中国美院外传——时代的颜色》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其精彩曲折与意味深长，远
远超出人们想像；《中国美院外传——时代的颜色》中艺术家们在困厄与创造中展现出来的人格，甚
至称得上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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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建雄，文化学者，著有《中国传统石雕》、《金匮问道》、《当代流行语》、《浊世清心——晋书
随笔》、《吃相》、《姑妄言之》等近2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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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 新画派：像太阳一样升起（1928-1936）华夏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自成一个伟大的体
系。
只是近代以降，一是自身发展进入了难以逾越的瓶颈，二是国势衰弱，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令人不能
不从根子上反观与自省。
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影响到绘画等领域。
一些搞艺术的年轻人，纷纷出国去留学，寻找先进的东西，试图用来改造陈旧因袭的传统，而巴黎成
为那些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到西方去学习的首选。
此时法国画坛本身正经历着一场变革与冲击，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大师声名鹊起。
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以徐悲鸿为首，追随写实画风，认为“欲救中国目前之弊，必采欧洲写实主
义”，而林风眠等人，则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浸染。
这两种画风在西方有着时间上先后的顺序，但在中国留学生圈里，却是同时发生且针锋相对的绘画形
式。
其实徐悲鸿的画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他采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题材却已偏离其初衷。
至于林风眠等霍普斯会成员，有人称他们持“谨慎的印象主义，有节制的浪漫主义，以及含混不清的
象征主义”，事实上也回避了更加激进的达达与立体主义等，而且骨子里融合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
（现代主义与东方艺术本来就有内在的关联）。
回国之后，彼此便形成艺术观点上明显的分野。
这是从纯粹艺术的层面上来看问题，如果与社会思潮和政治变革种种因素联系到一起，事情就变得很
复杂。
因为写实主义无疑看起来与“科学”更切合，而“科学与民主”正是五四的口号。
这两拨人的命运也就因此埋下了伏笔。
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执掌，一些与他观点相近的画家追随而至，在杭州形成一个有现代
主义倾向的艺术家群落。
教学之余，开展览、办杂志，弄得生机勃勃。
有人后来称他们是“新画派”，而他们自己办的杂志叫《亚波罗》，那是一群像太阳一样充满了热情
、甚至自喻为太阳的年轻艺术家。
因为时势的缘故，这些艺术家后来命运多舛，其中不少历尽磨难，也有的默默无闻于世，而由他们培
养出来的赵无极等人却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画家。
他们还培养了另外一路红色艺术家，虽然看起来像是无意中得之，却合于某种内在的逻辑。
在两者之间与之外，一大批成为两岸艺术圈中坚力量的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1928蔡元培：倡导美育以代宗教3月，国立艺术院成立，以杭州孤山罗苑为本部，设国画、西画、雕塑
和图案4系及预科、研究部。
林风眠任院长，林文铮任教务长，吴大羽任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任雕塑系主任
，刘既漂任图案系主任，法国人克罗多任研究部导师。
3月16日上课。
8月16日，由林风眠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成员多为艺术院教师，也有些外面的画家如齐白石等，宗
旨是“绝对的友谊为基础，团结艺术界的新力量，致力于艺术运动，促进东方新兴艺术”。
他们办沙龙、开展览，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与周遭社会形成某种反衬。
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撤销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离职，而原来在大学院下属艺术教育委
员会挂名的林风眠与林文铮也就不再兼职，转而完全埋头于学校工作，并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
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
10月1日，艺术院的学刊《阿波罗》问世，原为半月刊，第6期起改为月刊，第10期起改为双月刊，
至1936年10月出至第19期后停刊。
对于当年艺术研究院的环境和学生境况，1928年春季班中国画系李寄僧（继生）印象中是这样的：哈
同花园的房子（即罗苑）办大学是不够的，所以又陆续租借附近的三贤祠、照胆台、苏白二公祠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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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院校舍。
照胆台是个破旧的关帝庙，修饰后作为临时男生宿舍，女生临时借用忠烈祠的余屋；三贤祠有几间较
大平房作为教室；苏白公祠除一间厨房外，大部分房子需修理；哈同花园房子只有花厅作为理论教室
，其余是办公室、图书室、会议室、医疗室及校长室等。
教职员自己解决住房。
学校分两个部分：一是大学部，一是研究部。
限于当时条件，首先招收大学预科新生，先招收新生80余人。
学制为5年（预科2年，正科3年）。
学生须高中一年以上的学历才能应考，又是春季班，所以首届新生的人数不多，正式上课时学生仅56
人。
开学时，全校职员19人，教授8人。
当年条件差，设备也只能因陋就简。
男生宿舍用水困难，洗澡无条件。
热水每天由校工从数百米远的厨房挑来。
早上洗面用的水还要作洗衣服等用途，不敢轻易倒掉。
而厕所是临时搭的，宿舍地势低，潮气重，光线差。
学生负担很重，每学期学费25元，宿费10元，体育费1元，膳费每月7元，书籍及文具等自备。
虽比私立学校少些，但每学期也需百元左右，那时油画的费用特别大，有的同学为了节约费用，常在
一块油画布上反复重画。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美院外传>>

后记

后记 曹氏兄弟及美院与一座城市的关系2008年的一天，我在延安路综合办公楼底层的电梯旁遇到具体
主持这个项目的王连生，似乎无意间问了我一句：“你有兴趣来参加一个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立的
项目论证会吗？
”我觉得有意思。
就去会上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并提出对适宜人选的建议。
项目最初策划人、也是作者之一的孙昌建似乎亦无意地问了我一句：“你有没有兴趣也来参与？
”由于此前全无考虑，我回答想一想再说。
之后连生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或许他们事先就有过某种设想，因为知道我喜欢进入新领域，也有一定
的操作能力。
在网上略微看了点相关资料，然后想了一夜，第二天我就答复连生：“这活我干。
”如果事先知道这本看来范围狭窄的书会涉及那么宽阔的领域与那么复杂的历史，可能我就没有接下
这本书的勇气了。
从那时至今，整整两年，我的时间几乎都泡在这件事上，开始是业余时间，后来就是全部时间了。
而任务落实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工化，曹氏兄弟的老大。
他说这事美院没人干过，也没人会去干，你来干，好！
工化是美院的客座教授，仅有小学文凭，却担任着包括中国书法、山水画史、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
公共艺术文化与传播、西方音乐史、世界电影语言等许多门课程，这在重视学历与资格的今天，近于
奇迹。
我和工化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杭州有个12路诗社，聚集了一帮主要是钢铁厂的年轻
工人，诗风现代，追求一种纯净的美。
工化是混迹其中唯一不写诗的，他以自己丰富的哲学与其他方面知识为这些诗人作精神上的导引。
那时我在塞上编《草原》，偶尔有机会来杭州参加他们的聚会，对工化并无特别深刻的印象。
与他接触多起来，是20世纪90年代南归之后。
他那时住着产权属于厂里的老房子，是那种顶有特色的江南旧民居。
屋里用拓片糊墙，各处都堆满了书，间或可以看到一些随随便便用着的古代器物：一只春秋战国时期
的印纹陶大瓮被拿来放画轴，几张坐的椅子与用的书桌，都是清朝的旧货，等等。
他多年不上班，闲着发呆。
何以能有如此福气？
却是因祸而来。
这祸不小，如果可以选择，没人会主动去寻求。
还在当工人时，有一天完工早了些，他提前去单位澡堂，不由分说便往大池里跳，不晓得出于什么原
因，这天的水温竟接近沸点，等到感觉不对再跳出来，除了脸部，已全身烫伤。
在经历了令人痛苦的痊愈过程后，沾社会主义的光，从此不再上班，起初是不能上班，后来闲惯了，
也就不想上班，反正有基本工资可领。
做什么？
作画写字治印，读书与听音乐。
前者是他自幼练就的童子功，如果杭州没有一座美术学院，民间没有对书画浓厚的兴趣与热爱，恐怕
不可能，因为曹家老爷子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了铁路系统领导，与文化关联度并不高。
工化靠自学成为西泠印社成员，他的水墨画、书法与篆刻，都有专业水平，而在圈内影响更大的是美
术评论，再有声望的书画名家开研讨会与做展览也会来请他，因为他笔头与嘴头都快，讲得到位，也
肯讲。
曹氏兄弟之老小叫学雷，也和工化一样，没什么学历，却在杭州当代艺术进程中发挥过不可小觑的作
用。
张培力曾这样说到他：“无论是在当时的新空间也好，还是在池社也好，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学雷在筹备“85新空间”这个杭州最早的当代艺术展览会期间与稍后池社的活动中，担当着与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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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路诗社”差不多的角色，即以自己广泛的知识与兴趣，尤其是哲学思考，为身边的朋友提供某
种精神背景。
学雷自己也画，却主要是用来消暑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很热，也没有空调，他觉得画画是在那种炎
热的环境里能够让人放松，对身体有好处的事情。
”（张培力语）他继承父业，在铁路系统工作，先在党校图书馆，后来当了仓库保管员，都算闲差，
可以有时间读书和干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所花工夫最多的是写先锋小说。
他如今已很少作画，小说因为太先锋，也一直难以被社会接受。
工化与学雷之间的增节，有科学哲学的博士学位，看起来与美术最没关系，却在近年调入美院公共课
教学部做主任。
工作范围决不只限于非美术类课程的日常安排，长袖善舞的他，在学校介入地方政府城市规划与社会
的经济活动中做了许多组织工作。
当我开始资料收集，问工化能帮什么忙时，他说你找增节就行了。
美院图书馆一些对写作本书有用的出版物就是通过增节借出来的。
我不想正式与校方高层联系、请求提供帮助是因为这可能让当事者为难。
写史，哪怕只是勾勒某个侧面的发展变化，都可能触动方方面面，带来不同的褒贬反应，所以一般都
留给后人来做。
我勉为其难也就罢了，不应当给领导添麻烦。
从曹氏三兄弟的人生轨迹，想到一所学院可能对城市发生的作用和影响。
如果杭州没有美院，他们的人生轨迹显然会大异其趣，也大不一样。
而我自己，尽管很早就喜欢美术，但长年耽于在塞上，耳濡目染的不过是些印刷品。
迁居杭州后，也就因为有美院，可以隔三差五看展览，有时甚至是顶级展览，欣赏的眼光与见解也就
渐渐宽阔与提高了许多。
否则断不敢接这个活，因为毕竟要牵涉到许多专门领域，外行话讲得太多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美院存在，杭州的品位的确提高不少。
当初蔡元培先生初衷之一，就是通过学校影响与带动城市发展。
他的意愿至少达成了一部分。
现在每年报考美院的应届与历届毕业生都在几万人（去年是6万人），其中一半本地人。
然而更多的考生抱着求职与发财等实用目的，到艺术中来寻求精神慰藉甚而仅仅喜爱者并不太多。
这么一种势头对吗？
好吗？
我说不出所以然，但知道，中西方美术都曾经是宗教的一部分，而宗教也曾经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一个没有宗教关怀的社会有没有可能长治久安？
如果从前的宗教已然失范，美育又真的能够取而代之发挥作用吗？
20世纪是个荒谬的世纪，至少荒谬是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正是在这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战争催生的若干大规模社会实验，事后的发展证明，其可
怕处一点也不亚于战争。
观察所有出现在这个世纪的艺术现象，都不能不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写这本书的过程是发现的过程，对美术的发现，也是对时代的发现，即使曾经身历这个时代，你仍然
无法想象它会如此荒谬。
有人想屏蔽掉20世纪的历史，我在自己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努力确实奏效了，但又未完全奏效
，也因此我才能找到尽管很不完备的材料。
当然，还应当感谢互联网的发明者，这个东西如此有效地改变着世界，也改变了中国，而它本身与图
像——广义的美术，关系紧密。
美院让杭州这座城市更漂亮、更多元、更先锋，也可以说更具精神性。
作为居民，为这所学校写些什么，实在理所应当。
只是囿于自己的学养与眼界，再加上时间紧迫，虽然尽力而为，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甚至诚惶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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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定存在很多问题，会出许多错，说许多不恰当的话，乃至令当事者不快。
希望各位能够见谅。
从自己来说，因为与这个圈子原来就没关系，写作过程中又尽量避免与当事者或家属有个人接触，偏
见应当是较少的，主观上则力图保持独立的判断。
但愿本书对梳理美院乃至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有所助益，如此，也就心满意足了。
写作过程中得到美院王良贵先生的大力支持，他是我在一个朋友的饭局上认识的，不怕麻烦，费了很
多工夫为我寻找一些不易找到的资料。
由于他，本书变得较前丰富翔实。
还要谢谢被我有意无意卷进来的各位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他们提供给我许多帮助，使我得以完成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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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信息的海洋里，这套书恰如一叶扁舟，载着浙江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驶入了我们躁动不安的
精神世界。
面对喧嚣的现实，它向我们展示了知识的力量以及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它本身也成为这种力量有效的
延伸之一了。
　　——刘恒从这里出发，了解浙江，了解中国。
　　——余华我迄今至少有三个遗憾，就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候受到过这三所学校的沐浴。
　　——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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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院外传:时代的颜色》观察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生发展及它与社会变革与
意识形态的关系，梳理美院乃至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撷取美院历史上顶级的教育家和艺术家
，以点带面的展现了中国美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些波澜起伏乃至匪夷所思的人物与故事，足以
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和艺术。
那些波澜起伏乃至匪夷所思的人物与故事，足以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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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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