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京博物院集刊12>>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南京博物院集刊12>>

13位ISBN编号：9787501033713

10位ISBN编号：7501033714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文物出版社

作者：南京博物院 编

页数：263

版权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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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京博物院集刊12>>

内容概要

　　《南京博物院集刊（12）》内容有院史钩沉、考古探索、博物馆实践与理论、文物研究与鉴赏、
遗产保护理论、文物保护技术、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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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吕凤子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是中国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
　　吕风子早年对素描、水彩、油画等西方艺术作过10年的研究实践，成绩斐然，当时各校争聘。
他为了继承、振兴中国民族绘画而专攻中国画，并依托扎实的书法功底和西画的写实能力，以形写神
，博采众长，走出了一条既有时代性、又富创造性的艺术创作道路。
对于吕凤子的绘画艺术，以往谈论更多的是他的“写神致用”【1】和作品内容的叙事性，而其对绘
画形式结构的研究，尤其是在画面“形式张力”表现方面的贡献，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吕凤子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技法，为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吕风子的作品是时代精神的写照，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和谐。
他注重取材的客观现实性，强调艺术作品的社会功用和教育意义。
吕风子作品的内容，往往是对时事的感受，因此，在解读吕凤子的作品时，必须了解其创作的年代及
时代背景。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吕凤子的作品含义，感受他作品中的爱国情意，体会他现实主义与浪
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其次，吕凤子对继承、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绘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对传统中国画画理画法的研究，精深独到。
中国画传统技法讲究以书入画，吕凤子在这方面的功绩尤为突出。
线条之运用，能极尽其变化，讲究力量内涵，笔墨的张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吕凤子的一生都以改良中国画为努力目标。
中国画需要改革，需要时代性，这是普遍真理。
但如何改，如何踏上时代的脉搏，这是每个时代的艺术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政治上的衰败，直接导致了中国画的衰败。
从康有为到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徐悲鸿等，都曾公开发表意见，提倡中国画的革新。
当时，吕凤子对中国画的衰败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画画法没有问题，衰败的原因是由于近百年
来我国政治上的衰败。
因此，吕凤子主张在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洋画法。
吕凤子的艺术观念和美育思想，是既不盲从古人，也不全盘西化，以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生
活为根本，从画史画论出发，结合多年的实践体会，形成“我能用书，不为书用”[2]的独到见解。
吕凤子的中国画创作，既注重生活，又有狂放的夸张变形，在强调作品内涵的同时，突出画面的形式
结构的表现。
对于所描绘的形象，吕凤子一方面是在表达自身的情感与意图，另一方面并非单指形象的本身，更多
是强调构成画面的所有的“形象”元素。
吕凤子对中国画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不仅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传统，吸取传统之精华，而且敢于跳出前
人因袭的窠臼，通过自己的实践，树立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风格。
吕凤子的创作，不只是关注内容与传统技法，更可贵的是在形式张力的表现上突出现代思想意识。
　　“张力”一词，原本是由自然科学引用而来的，其本义是指事物内部存在的力的运动造成的一种
状态，是动态的。
在美学中，张力已上升到了方法的高度，是把结构打碎后的重新组合，是现代美学的新方法和新视野
。
绘画的张力是一种活力，是一个具有客观现实性的论题，和艺术的创新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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