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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切抵制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
守望记忆，守望灵魂，守望生命深层的思考，诸如真实，诸如情感，诸如命运，诸如人性。

　　《守望记忆：中国当代若干美术问题思考》收编了美术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家在20世纪后半叶
以来60年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经历及记录置身深层探索的研究佳作，是不容忘却的集体记忆，是不
容泯灭的艺术良知，由近及远的脚步、由远及近的呼声，是艺术史学著作不能替代的价值坚守和精神
资源。

　　继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学术史”意识、90年代初期的“学术规范”讨论以来，“有思想的学术
和有学术的思想”不可质疑地成为当今时代的人文学术语境，《守望记忆：中国当代若干美术问题思
考》集研究性、史料性与亲历，陛、文献性于一体，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真实地展现了一部60年活的
中国当代美术史，守望着一段永远值得借鉴与思考的艺术史记忆，不可质疑地成为中国美术、美术教
育和美术理论衍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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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访赵文量和杨雨澍
“星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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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蔡若虹、江丰、王朝闻三人的文章都发表于《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虽然
以“国画讨论”为标签，但却观点一致，强调国画必须进行改造，其发展应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
。
其实，上述观点并非新鲜，都只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再次重复。
但由于它发生于新中国政权诞生之际，故而不再只是解放区局部的文艺现象，而是面对全国的一次讨
论，在中国画的发展中意义重大，成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思想影响全国中国画发展方向的重要事件。
对比徐悲鸿1947年与蔡、江、王三人1949年关于“新国画”的概念，两者差异明显。
前者关于国画之新的描述，侧重于技术与方式，而非题材、内容与主旨；后者则强调建立于题材、内
容之上的“为人民服务”之主旨。
尤其，江丰对“有闲阶级玩赏”功能的批判，标志着中国画在新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展开自我适应的改
造。
虽然，徐悲鸿一直以来也强调国画对现实的介入，但一方面他更强调写实造型的方法训练，一方面他
仅代表个人，其观点无法获得政权性的全面支持，故而徐氏在1947年提出“新国画”时，还无法形成
类似建国后的“新国画”运动，甚至还会受到传统派画家的反击。
但蔡、江、王三人，却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代表，他们在新中国政权建立前后的发言，某种程度上
代表了新中国文艺思想的官方论调，故而其影响与力量，绝非徐悲鸿1947年时所能比拟。
 蔡、江、王三人文章发表的同时，新年画运动也在全面展开。
两者共同的文艺功能观，很快得到了积极回应。
不仅创作实践上，出现了徐悲鸿的《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李可染的《土改分得
大黄牛》、《老汉今年八十八，始知军民是一家》等作品；而且在理论反思上，也出现了1950年徐悲
鸿在《新建设》上发表的《漫谈山水画》，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同时刊登的李可染《谈中国
画的改造》、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洪毅然《论国画的改造和国画家的自觉》等文章。
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呼应了蔡、江、王三人，共同于建国之初营造出中国画不得不进行改造的思想
及舆论基础。
其中，徐悲鸿言及：“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的今天，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
，但它不可能对人民起教育作用，并无其他积极作用”，将艺术的教育功能等同于艺术之价值判断，
徐氏之论不仅回应了新时期下的国画改造论，更强化了艺术工具论的理论基础。
而李桦则进而认为“气韵、笔墨等形式主义，论文题词等文人玩意，都不再是画家追求的方向了。
绘画应是表现‘人’的集体生活及其思想感情，因此它必须写实。
表现现实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才是绘画最高境界。
因此，山水、花鸟、‘四君子’便再没有发展的余地”，在强调国画应具有真实性、思想性与教育性
，否定山水之类中国画题材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改造中国画，最要紧的还是先要改造画家
的思想，换过一个新的头脑，一个新的世界观，新的艺术观，新的美学与新的阶级立场，然后具有新
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新国画才可以产生出来”，将改造中国画与思想改造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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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家名作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史家批评家联袂推出守望记忆，守望生命深层的思考，诸
如真实，诸如情感，诸如命运，诸如人性。
�　　任何物质、形态都不存在永恒——存在不永恒，集体记忆由完整而残缺，由清晰而淡化，唯精神
与思想的守望，凝固永久——守望记忆，守望思想，就是守望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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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任何物质、形态都不存在永恒——存在不永恒，集体记忆由完整而残缺，由清晰而淡化，唯精神与思
想的守望，凝固永久——守望记忆，守望思想，就是守望灵魂。
 ——王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守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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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