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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油画民族化”始于20世纪初，其脉络贯穿20世纪中国油画史。
作为中国油画家主动建立，带有文化自觉色彩的一种融合中西艺术表现的实践，“油画民族化”不仅
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重要现象，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中西融合的文化现象。
　　《民族化再探索：1949至1966年中国油画的重要实践》主要研究“油画民族化”在新中国十七年
中的延续与发展，力图揭示其与国家文化方针、道路的联系，呈现其在油画领域的探索，总结该时段
“油画民族化”在发展中国油画方面积累的重要理论、实践成果和经验。
《民族化再探索：1949至1966年中国油画的重要实践》力求细化.深入该艺术现象的研究，以完善和丰
富中国油画史的研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化再探索>>

作者简介

　　李昌菊，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2000年获该院硕士学位。
200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并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博士论文奖。
2010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美术史系访学半年。
曾撰写大型文化专题片《中国绘画艺术》（第四集）脚本，该片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2008年出版发
行。
在《美术》，《美术观察》，《装饰》、《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艺术类核心刊物报纸发表论
文40余篇。
编著《中外美术史》、《色彩静物》，参编《艺术导论》，《红色美术经典--献给中国共产党90华诞
》等，主持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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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家及时调整了文化心态，恢复着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开始重视和强调本土文化传统。
　　这种影响见于艺术家的言论。
如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态度，将不学习民族传统直接对应于“崇洋”。
倪贻德说，为什么在中国特别要提出油画的民族化呢？
其一是因为以前认为油画的学习时间不长，所以要先学好技术。
其二是因为“由于近百年来，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状态下，养成了崇拜西洋，轻视自己民族的自卑
感，对民族的东西，就不加考虑，以为一切都是西洋的好”。
费以复说：“油画的民族风格问题，首先在思想上解放，把崇洋思想清除掉。
”王德威的观点是：“要解决油画民族风格的问题，我以为首先要解决重西轻中的思想问题。
”史岩说：“要使油画具有民族风格，我们的油画家应多多向传统学习，当然要分析研究，批判地接
受。
在艺术教育上更应从崇外轻中思想中解放出来，打破数十年成规，订出教学计划。
”胡善余也是类似的观点，认为油画是西洋传统的东西，要民族化，不是那样容易。
　　实质上，这就是崇拜西洋，轻视民族传统。
在对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之后，专家们时刻牢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关于“人民”的话语十分多见
。
会议中倪贻德就说，油画必须有民族风格，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人民有传统的欣赏习惯，要普及就一定
要有民族的风格，才合乎人民的欣赏习惯，才能使人民感到亲切。
在费以复看来：“油画民族化，不是光追求形式。
我们需要的是表现中国人民生活和喜爱的作品。
”王伯敏说：“我认为要使油画民族化，油画家必须深入地理解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他们喜闻乐见
的是什么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画家要能与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同时，还得吸收民族传统的形式。
”胡善余强调“要油画民族化，就要热爱祖国，作品要与群众血肉相关”。
严摩罕的观点非常鲜明：“首先要有民族的自豪感与自尊心，要具有矢忠祖国、矢忠人民的沸腾的热
情，要熟悉人民，主要是熟悉工人、农民、战士的生活。
”　　当然，教学中如何引导民族风格仍是专家们比较关注的话题，这关系到后续的油画人才的创作
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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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油画在本土拓展与推进的历史，究其本质，就是油画民族化的历史。
油画的民族化不仅是油画天生的品格，是它在不同民族中生存的秘诀，更为重要的，它还是不同国家
油画自立于世界的根本。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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