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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不再“缺席“的历史　　以性别观念研究绘画史，作为一种立场，一种角度，一种方法，这
是与传统绘画史研究不相同的领域，其中也包含着对传统绘画史的僭越和颠覆。
人类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人类的文化历史也是由两性共同创造，缺一不可。
人之初，女性曾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历史进入男权时代，女神一步步沧为女奴，失去了作为“人
”的价值。
虽然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女艺术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男性编纂的史书中几乎被偏见或片面所湮没
，女性艺术在“男权中心”的文化史中，她们是被放逐在男性中心权力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
因而流传至今的史书，是男人的历史，却是女性“缺席”的历史，女性成为“失声的集团”。
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立场，就是要把那“失落”的历史找回来，填补人类文化历史中那残缺
的历史。
　　提出“女性绘画史”这一新概念，无可避免地引起了不少争议，人们质疑有女性绘画史吗，又何
为“女性绘画”？
　　“女性绘画”一般的概念是从性别来甄别，认为：凡出自女画家之手的绘画作品，均为女性绘画
。
也有从题材来甄别，认为不管性别中的男女，只要是画女性题材，都看成为女性绘画。
如果给女性绘画作个确切的界定，可以这样认为：出自女画家之手，以女性的视角，展现女性精神情
感，并采用女性独特的表现形式——女性话语，凡此种的绘画，称女性绘画。
这种较为严格的界定，可看做是女性绘画的内涵，而前两种即可作为女性绘画扩展的外延。
　　无可否认，作为文化的“女性绘画”它本身具有双重性，它既是总体文化成员，又有自己的领地
。
借用英国人类学家埃德纹阿登那夫妇关于女性文化学的观念来阐述，如果把女性与男性的文化比作两
个圈子，这个“失声的集团”女性的现实生活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相重合，却又不完全能
包容，而那溢出的呈月牙形的部分，是女性独有的属于无意识的感知经验领域，这是不能用主宰集团
所控制的语言来表达，是块“野地”。
在这块“野地”上因女性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感受，形成了女性超越时空的“集体经验”，这是在道德
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交流方式等基础上凝集起来的“集体经验”。
形成同一性别构成了同质的“女性意识”。
这女性意识涵盖着女性对历史的反思，对命运的反思，对价值的自省以及内在体验、审美活动等一系
列的自我感受和认识评价。
这块“野地”上的女性意识，也就形成了女性绘画的内核。
　　当然女人画的画不一定都具有女性意识，因为她们还活动在总体文化圈内，也自然地反映在自己
的艺术中，而具有女性意识的画也并非～定具有传统的审美价值。
但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和立场，我们更重视女性绘画中的女性意识和社会作用，关注女性在自我
解放的历史进程中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及作品的特色，作出价值评价。
这就是我们女性主义批评史观。
　　中国女性绘画发展的历史，是与中国整个社会发展历史同步进行的，是一部女人从“非人”到“
人”到“女人”的奋斗史。
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古代，女性绘画缺少独立审美品格，依附于男性绘画的话语模式话语
中自娱自乐或哀叹“非人”的命运。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女性在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中开始了寻求自我的独立人格，在绘画
中逐渐显露出的女性自我话语的发展轨迹。
　　三，新中国，妇女解放得到保障，绝大多数的女性从“家庭中的人”变为“公家人”。
女性艺术也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中，放弃艺术个性追求，向雄性化的“共性”艺术趋同。
　　四，新时期至新世纪，中国女性艺术有了质的变化，其变化发展又可分三个层次：八十年代，是
艺术中女性意识苏醒的时期；九十年代年代，是艺术中女性自觉的时期；新世纪，在对性别反思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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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从“小我”走向“大我”，超越性别界限，在艺术中走向人的“自由”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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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动艺术2：女性艺术自我的镜像》旨在以话题为中心，以历史为线索，以理论为指引，逐步
梳理出中国现代艺术的脉络。
追求历史厚度，理论深度，现实广度，是《流动艺术》的目标。
《流动艺术》意在以传播时代艺术为宗旨，以选题策划、展览等宣传形式对当下在某一方面作出积极
贡献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进行记录。
为每一位喜爱艺术、关注艺术的朋友系统全面的记录当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并用真挚的艺术语言唤醒
人们的思想真谛。
在历史的长河中记录“流动”的每一个瞬间，正如中国画论所讲的“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家虽不算
先知但却反映一个时代，并真实再现社会的演变。
用有针对性的艺术语言，真实再现了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与演变。
让《流动艺术》成为艺术家、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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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潘玉良的地位是从文化意义上赋予的　　潘玉良应视为中国女性艺术第一个最重要的人物，论她
的画的造型和技巧其实不算很高，她作为中国艺术家在法国是很寂寞的，在市场上学术上都不怎么成
功。
人们关注她，与她最初低微的身份到后来她在文化上获得的较高身份这一传奇故事本身有关。
她留学回来在中国遭到那么多的白眼，受不了又回法国。
但法国学术界也没对她重视过。
但我以为，潘玉良的意义在于她是一个较早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艺术家。
因此我们从女性艺术这个角度看，潘玉良这个角色很符合中国女性发展在最初阶段，一个女性在经历
了个人遭遇后为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她依然不能摆脱的寂寞和无奈，她是个很重要的
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在一般意义上与男性画家在同等条件下做比较，这是不公正的。
　　按我对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考查，我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女性意识的萌动，二是女性经验
的展开，三是女性主义的崛起。
女性意识的萌动就是从潘玉良开始。
虽然潘玉良画的东西跟大家差不多，但她的画跟她的自身经历有很大联系，比如女人体，她画的就是
身为女人很落寞的那种感觉。
她事实上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画进去了，不是学院式的课堂写生。
所以我觉得她的艺术跟一个女性最初对自己性别身份的思考直接相关的。
因此从女性艺术角度去讨论中国艺术史的时候，潘玉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是从文化意义上赋予
的，不是从油画的本体意义上赋予的。
她的意义就在于她是中国女性艺术中最早的性别意识的觉醒者，她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且理所当然
的关注。
还有一个是我们像考古一样发现的李青萍。
她画的大部分是抽象的，虽然她们都很出色，但由于她们都在主流艺术之外，整个美术史就没有她们
。
你要符合主流社会所倡导的东西你才能进去主流艺术，你游离于这之外当然就不会被关注。
　　关紫兰确实画得好　　至于历史对女性的忽视，也不是特意的忽视。
因为整个男权文化是以男性的标准制定的，他在书写艺术史时当然不会特别地关注性别，是非性别视
角的，他在看待历史人物时，用的标准就没有特别的关注这个方面。
如果真的很好，他也会认可。
你看关紫兰就很典型，她没有被漠视，在中国油画史上她是有一定地位的，因为她确实画得好，比她
老师画得还好。
20世纪30年代，日本正经历野兽派的思潮，所以她们那一批留学生学的也是这种风格。
回来之后，关紫兰当时的绘画水准可以说跟男画家没什么差别，甚至优于男画家，但是女画家的发展
与男画家不同，男画家的事业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虽然也受到社会的影响但会一直持续着，但女画家
则比较少，关紫兰解放后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人了，其实她一直活到80年代，但后来她消失了，作为一
个艺术家消失了，人还在的。
写美术史的人还是比较客观的，但没有特别留意或照顾女性艺术家。
当从一种性别视角关照女性艺术时，我们就会特别留意到这些被冷落、被忽视、被埋没的艺术家群体
。
女性主义的研究者有个任务，就是从历史上挖掘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
西方有个展览就是从几百年的历史里去搜罗女性艺术家。
陶咏白、李湜写的《女性绘画史》做的也是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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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之初，女性曾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历史进入男权时代，女神一步步沧为女奴，失去了作为
“人”的价值。
虽然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女艺术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在男性编纂的史书中几乎被偏见或片面所湮没
，女性艺术在“男权中心”的文化史中，她们是被放逐在男性中心权力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
因而流传至今的史书，是男人的历史，却是女性“缺席”的历史，女性成为“失声的集团”。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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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