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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文化部、财政部的支持下，中国国家画院和中国美术馆共同策划主
办了“新时期中国画之路·1978-2008”大型画展，首次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时间维度，展示这一重要
历史时期中国画变革与发展的动态进程、多样形态与丰富面貌。
与此同时，也选编出版这本文集，与展览及展览画册一起，合为新时期中国画艺术与学术成果的大观
。
　　中国画发展的历程从来就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术传统，历史上每一时期中国画的勃兴与繁
盛，既体现在绘画风格的创新与时代特色的建树上，也体现在理论思维的超越与理论方法的突破上。
研史治论的传承与创造，为中国画这片民族艺术的常青之林增添了沃土与甘露；而理论成果本身，更
标志着中国画研究的学术延展与文化自觉，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中国画的繁荣发展奠造
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条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文艺思想的空前活跃、中外文化的相互激荡，极大
地激发起中国画坛的创造热情，使“笔墨当随时代”的探索成为时代的主流，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与体
现精神追求的深度上达到了新的水平，也形成理论致思和学术研究的话跃格局与进取态势。
三十年的理论成果何其丰厚，选入这本文集中的论述，自然不能概全这一时期的理论面貌，但其鲜明
的特点是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角度，汇集与新时期中国画不同阶段发展特征相应证的理论成果，凸现中
国画研究的学术进展与时代属性。
　　这本文集的主要部分，是三十年中不同阶段在中国画坛乃至美术、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画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新”字，意味着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日子里，老中
青几代画家与理论家都以解放思想的勇气，反拨“文革”极“左”思潮对中国画艺术的摧残，呼唤中
国画走向健康的学术道路，鼓动中国画的大胆创新，这一阶段的许多文章，体现了突破“禁区”的理
论勇气和思想锋芒，特别在把中国画纳入中国文化的整体系统中加以审视，从宏观角度阐述中国画艺
术规律，以期建构新的体系性理论方面，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个“新”字，也表明在中国画整体水平和普及程度部迅速提高之后，理论的着眼点更多放在对艺术
的形态、风格，语言的研究上，从微观视角指涉普遍状态，以问题意识提示创作机枢，使理论的探索
对中国画实践的多样化展开形成支持，显示了理论的学术价值，这个“新”字，还在于随着中国与世
界的交流更加宽阔地展开，作为民族艺术代表样式的中国画遭遇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冲击，理论课题
更多围绕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正本清源，排除偏误，在多样化的格局中倡导中国画的精神价值与文
化品质，使得关于中国画的论述成为坚守中国文化价值意义、引领社会审美取向的学术力量⋯⋯透过
这些带着学者、画家的文化责任与思想光华的文章，新时期中国画研究的冶学道路得以宽阔地展于。
　　文集还选编了一部分对于历史问题和现代以来中国画特征的研究文章。
改革开放既使关注“当下”现象与问题成为学术之显，也使治学的目光向古代与传统延伸，对中国画
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三十年来对中国画历史的研究堪称多角度，多层面展开，文集选编的主要是聚焦于与当代中国画创作
紧密联系的命题，对这些命题的点化与阐释，带有当代文化的时代色彩，也因此对中国画实践有比较
直接的促进意义。
在文集的编辑过程中，还约邀一部分学者对今日中国画的创作状况和发展前景作了专论，以反映理论
对于中国画的一向关切和前瞻性思考。
　　在这本文集的选编过程中，中国国家画院的青年学者张桐瑀、徐沛君，张冬卉等同志承担了大量
工作，选编的过程即是一次对三十年中国画学术研究状况的研究。
就像展览不是三十年中国画的全部而是浓缩更是开始一样，中国画的理论也将以更加富有时代特色的
人文精神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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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时期中国画之路1978-2008论文集》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角度，汇集与新时期中国画不同阶段发
展特征相应证的理论成果，凸现中国画研究的学术进展与时代属性。
《新时期中国画之路1978-2008论文集》的主要部分，是三十年中不同阶段在中国画坛乃至美术、文化
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
还选编了一部分对于历史问题和现代以来中国画特征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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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中国画问题的一封信　　文/江丰　　××同志：　　你始终是那样热情，年虽垂老而不衰。
感谢你上星期天又抽空来看我。
我惊服于你的口若悬河、辩才纵横。
特别是你谈到目前中国画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原谅我当时只能静静地听取，因为我很惭愧，对于近年来有关中国画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思考，
所以发言权实在有限。
　　这两天利用极为有限的空闲，我考虑你所提供的一些客观事实。
你的问题提得很尖锐、及时，但似乎只看见偏向，因此就想到给你写这封信。
　　首先，我认为近年来中国画界的成绩是很大的。
先摆一摆事实：打倒“四人帮”以后，不少搁笔多年的老画家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勤奋作画，为迎
接祖国“四化”，腕底生春，敢于巧立新意、古为今用。
在立意、构图和设色等各个方面，有些画作确能别开生面，有所突破。
还有些过去从事西画的老一辈画家，也以大力投入中国画的艺术实践，勇于试探，致力于洋为中用，
因而使中国画面目更新。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美术院校用新思想和新方法培养起来的新军，这实在是一支
不容忽视的力量。
其中有些人已是中年画家了，他们在中国画造诣上开始枝叶繁茂，并向成熟迈进了。
这支新军的最大特点，便是重视生活气息，掌握比较结实的素描（包括线描）造型能力，既懂得继承
传统画理和画法的重要性，又能不为所囿。
他们有意识地摆脱了明、清——甚至可以上溯到宋、元以来文人画中专主笔致情韵的东西——我这里
指的是那些缺乏生命力的士大夫趣味，在我们近年来的中国画创作中，特别是在上述“新军”的笔下
，几乎愈来愈罕见了。
难道这些不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好景象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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