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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中国画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史著作，唐代艺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反映了
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深刻的艺术史意识，这种艺术史意识体现在张彦远对于绘画的发展具有一种在历史
空间中观察其流变的卓越眼光。
在《历代名画记》中，第一章是“叙画之源流”，第二章是“叙画之兴废”，第五章是“叙师资传授
南北时代”，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文脉意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章，张彦远在这里讨论了对绘画的鉴赏与收藏，必须了解画家的师承传授，南
北地域差异以及古今不同时代的风物，结论为“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精通者所宜详
辨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以议乎画。
”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画界和收藏界，多有不知画之源流兴废，师资传授，南北之辨，古今之异的
自以为是者，指点江山，纵横画坛。
在当代中国画坛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其实对中国画的传统和当代中国画家的传承缺少研究。
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画的一种奇特现象，某些欺世盗名的画家往往混迹于真正优秀的画家群体中，良
莠并存，借助媒体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画的欣赏收藏和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一位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的价值在于何处？
他是如何学习、思考、继承、发展中国画传统的？
他的艺术语言有何特征？
他对于中国画的历史有何贡献？
所有这些，都激发起我们对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的生活、学习、创作乃至行旅交友的浓厚兴趣。
而一批这样的优秀画家，则在整体上展现了当代中国画的主流面貌，有助于我们以更为宏观的眼光了
解和判断中国画的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国内专家，多方搜求，编辑出版了这套《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丛书。
试图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中，展示当代优秀中国画画家的整体面貌，为
读者走近画家和他的工作室，走进画家的生活和思想提供真实而全面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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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脉”，即为一文化发展之脉络，有前承芳古、彪炳当代、后拓来人之意。
是故，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旨在清理当代中国画发展之脉络，以期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当代中国画的
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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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革命时代，以及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乃至嗣后的后工业化时代。
在这样多的“时代”转换中，作为画家的姜宝林先生，都极为认真地生活过，从而使他的艺术能够迅
速地跟随着时代的转型而变化。
　　1979年姜宝林先生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之时，恰逢改革开放初期，这使他终于能在上
述“多个时代”之中历练出来的人生经验和绘画功底走进了他的绘画探索、研究的光明灿烂的大门，
创作出一幅又一幅类似《清漓晓霁》、《梨花春雨》、《晓日秋山》、《四明山家》这样的作品。
他的这些作品，已经用语言学转向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原理，把20世纪中期长安画派、新金陵画
派以及浙江美院、中央美院的学院“写实新传统”融铸在他的探索性的作品风格之中了。
由此，他以深厚的多元功底作为工具，自改革开放至今30年，以综合古、今、中、西而“再造”的方
式，不断地进行着他的具有“原创”属性的艺术创造。
而正是这些“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创造，汇合起来、联接起来，便形成了一条可以运载当下文化航船
的文化运河。
今后，必定会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人进入到这条运河中，航行在那隶属于中国文化大河主流的由他开
创的文化河道，行驶到崭新的目的地。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姜宝林先生是20世纪以后最值得载入当代中国美术史史册的画家之一。
同时，他也是最能继承前学、启迪后学、给予后来的艺术学人以丰富艺术学养的画家之一。
　　于是，在如上意义上，从姜宝林先生自身的艺术历程看，可以说，他的艺术风格的主脉乃是经潘
天寿、陆维钊等先生的传递，在绘画语言上续接的是赵之谦、吴昌硕的传统，而在文化语境方面，衔
接的则是王国维的汉学传统及浙江的马一俘先生的新儒学传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姜宝>>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画有没有文脉，要不要文脉，似乎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应该承认，大多数艺术家、评论家还是期许“文脉”之存在的。
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到广泛认同即是。
　　创作冲动的形成，首先要求艺术家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这无可非议，但有什么样的生
活积累和情感积累，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课题。
如果我们借用“道”与“器”的概念来对这一课题进行解构，那么我们站在“道”的高度，多从哲学
、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的意义出发，为中国画构勒出在当代的一条文脉通道，未必不是中国画这
一艺术样式的幸事。
　　——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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