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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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的编著，着眼于将丛书所收录画家的艺术面貌特别是近期的创作态势整体
地做一个阶段性的展示，突出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
编辑重点一是着重分析画家的水墨语言，对画家的笔法、墨法和结构图式进行分析。
二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梳理中西文化两大艺术文脉对当代中国画家创作的影响。
三是在当代语境中，探讨艺术家作品的独创性以及创作主体对今天中国画创作的建设性意义。
四是以视觉欣赏的角度为主线贯穿画家作品，增强文字与作品的互相生发。
最后，本书除编者论述画家作品图式的文字外，还部分收录画家文稿，整理画家代表性的艺术观点辑
成语录，同时整理重要理论家对画家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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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双喜，江苏泰县人。
1991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获艺术批评理论专业硕士学位。
200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中外美术比较研究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美术》杂志编委、
《中国雕塑》主编、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雕塑学会会长助理、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副秘书
长、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学术委员、上海油画雕塑院特聘学术主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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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朱道平山水中的传统与当代　　第一节朱道平自述　　黄岩是我的故乡，提起来总能使我
产生一种莫名的神往，这也许就是故乡情结吧。
　　我生命中最初的8年是在黄岩度过的。
那时我爷爷尚在世（爷爷朱文劭，1880-1956，前清进士出身，曾任广西提法司，金陵道道尹等职，解
放后为首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黄岩人大副主席），父母则远在南京工作，就把我寄养在老家。
记得老家宅院很大，一条长长的走廊把四周的住房维系起来。
家中有一个小园，里面有爷爷的一个藏书楼。
另外还有几株大树，平时很少有人去，荒凉的小园地上铺满落叶；门前有一条活泼的小河，尤其是发
大水的时候，水流急湍无比，一座石桥跨在河上，我家就居住在桥头边的小巷中。
这条小巷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叫双桂巷。
宅院门前有几株老而壮实的桂树，每到花季，香气四溢，这就是巷名最初的缘起吧。
　　80年代初，我赴雁荡山写生曾途经黄岩，那是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
黄岩这座从“文革”废墟中焕发出活力的小城，处处人声鼎沸，做生意是最热门的话题，而政府则在
百废待兴中忙于修路架桥拆房建房，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
与我儿时记忆中宁静古朴的小城已相去甚远，只是城郊的山野依旧，九峰秀美的景色，给炽热的心境
以清凉的感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朱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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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