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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十余年的书学研究中，美术史虽与书学有极大的学科相关性，平时我也留心读了不少美术史方面的
论著，但却始终没有萌生介入美术史研究的念头。
我之介入美术史研究纯属偶然，完全得之一位好友的促动。
而立意写一本《现代画家批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感于现代美术批评的薄弱和意欲对现代美术史做
一批评性整体反思。
这种写作念头一经确定，则我发现平时的美术史的相关知识积累为我顺利进入写作状态起到了很大的
支撑作用——没有这种知识背景的学理支撑，或许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动手写这本书。
　　在写作《现代画家批评》过程中，我始终固守着这样一种学术理念—— 所有史学问题最终表现为
批评问题。
也就是说，对历史的理解总是伴随着主体的阐释和价值判断。
历史也正是在这种开放性的理解阐释中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
批评作为能指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主体性话语姿态，它不是被动地叙述，而是在期待视野中对历史
和历史对象的前见和洞视。
近百年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全部复杂性和问题纠结决定了缺乏主体史观和批评意识的研究方式是无力的
。
它不仅不能从深层洞视和揭橥现代美术史的意义结构和问题意蕴，也无力对现代美术史上的名家大师
做出准确的史学评价和史学定位。
事实上，现代美术史研究的观念混乱与缺乏主体性视域及理性化批评具有极大的相关性。
这突出表现在现代美术理论与实践领域传统一现代、本土一西方的二元价值对立以及对现代美术史的
偏面理解和现代美术史代表人物的误读方面。
85新潮引发的激进主义西化思潮全面冲击了传统绘画，使中国画陷于危机。
“中国画日暮途穷论”，“国画取消论”甚嚣尘上，几乎重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传统文人画价值
沦陷的悲剧性一幕。
在西化论支配下，中国现代美术用短短10年时间便匆匆走完西方现代美术用几乎100年才走完的道路，
并试图以现代抽象主义来取代中国画。
　　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美术思潮，在提示出中国美术的现代性(modernite) 问题的同时，也将传统
绘画推到一个逼仄的境地，从而引起传统派的强烈反弹，导致现代主义传统主义的话语紧张和观念对
峙。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激进主义西化美术思潮的消歇，传统绘画由边缘跃居中心，传统文人画开始
成为强势话语。
这从20世纪末美术界推出的20世纪四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皆为传统文人画画家便可
明显看出。
而后浙派对宋元文人画的回归、新文人画流派的蔚成气候也无不强烈地显示出这一点。
　　现代美术理论与美术实践领域传统／现代、本土／西方的紧张、对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
国美术的现代性转换，同时也对中国美术的现代性理解造成意图谬误。
究竟什么是中国美术的现代化?“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就是在造型艺术领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匹配的一
种精神文化运动，是视觉上具有现代审美特性的一种创造性活动。
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实指现代的审美特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而是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是工业
文明与社会开放的反映的特殊意识形态。
”(郑工《演进与运动》)在以上有关中国美术现代化的概念界定中，首先排除了去中国化，同时也排
除了去西方化，因而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两难组合成为中国美术现代建构的必要前提，由此，为谋
求世界化和全球化文化身份而舍弃本土化，或为保持本土化和民族化文化身份而舍弃现代化都是与中
国美术的现代化题旨相违背的。
　　由于当代美术创作和美术批评无法超越传统／现代、本土／西方的话语紧张，因而表现在话语实
践上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两元价值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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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站在现代立场反传统，或站在传统立场反现代，从而陷于主体的困难，而不能够以跨中西语际的建
设性立场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问题。
20世纪末美术界围绕吴冠中“笔墨等于零”所引发的激烈论争便再一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缺乏互主性共在意识，当代中国美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缺乏对话交往，这也从根本上影响到
当代美术批评的合法性和公共性价值认同标准的确 立，如酷评的盛行，“废纸论”，“中国画日暮途
穷论”的鼓噪以及激进主义西化论和传统主义的交相争锋和激烈对抗、紧张，都表明了现代美术的合
法化危机，而在这种非学理化支配下的当代美术批评也表现出批评价值标准的游移和非历史化。
如20世纪末美术界推出的四位绘画大师皆为传统文人画画家，而像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这样对中
国美术的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一流人物却遭到冷遇乃至批评，使人们不得不对当代美术批评的认同
价值标准产生疑问。
事实上，我们无法离开现代性这一中心语境来审视中国现代画家，而传统笔墨只有建立在匹配现代精
神和现代心性的基础上才是具有纵深度和历史感的。
离开了这一点，所谓大师的评价标准必将会发生严重的价值倾斜。
　　美术批评作为独立的话语体系，它本身并不是单纯的说好、说坏那么简单。
毋宁说批评本身就是史学的一部分，甚至是最敏感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而批评是一种来自历史语境的主体阐释，它维系着传统与个体的文本间性— —历史与个体的互主性
成为批评合法性的首要前提，它不能游离历史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而仅仅成为个人化的话语发泄。
　　《现代画家批评》一书，涉及现当代美术史上39位名家大师，这对我的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来说
不啻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我所力求遵循的是历史共识与个见的融会，即历史整体原则与个体洞见互主性的批评原则，坚绝虚妄
与个人化批评话语的滥用。
当然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尚有待于美术批评界的检验和批评反馈。
　　在写作完感了《现代画家批评》一书后，我又写作完成了《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一书，这
两部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接续性。
一侧重于现代名家大师的个案批评，一侧重于当代美术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包括思潮的梳理和评述
。
这两部书基本代表了目前我对现当代美术史的基本观念和认识。
　　目前，在我用两年时间集中写作完成了《中国书法理论史》、《现代书法家批评》、《现代画家
批评》、《当代国画流派地域风格史》四部书法、绘画论著之后，我将暂时搁笔书法、绘画研究，而
转向倾力已久的新儒学研究。
待完成相关论著后，也许我会再转回书法、绘画研究领域，到时，对书法绘画的认识也许将会获得新
的视角和更为深厚的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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