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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造学院精英当我们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方样式的
翻版，培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及本土生
活相脱节的一类。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
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如
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化体
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的深
刻转向。
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
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绘画的
直观建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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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也必然给当地的文化事业之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
综合起来，近现代上海适宜于发展文化的优势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　　1．资本主义社会的行事原
则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封建制度对于文化发展的局限和制约，营造出一种特别适合文化发展的社会氛
围。
　　2．城市文化雅俗共赏的平实定位使文化探索不复象牙塔的旧观，而在相当程度上代之以接近平
民、接近市民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的回报则是文化的更普及以及应对回馈的自身革新。
　　3．移民城市的特点使得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层次复杂的复合性，这种复合的特质来自全国乃至全
世界的各个地区性文化的异种并存。
　　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清末民国在海上艺坛粉墨登场的艺术家，浙江籍贯者占有总人数的六至
七成。
这就是说，探讨海派艺术，从很大程度上说可以认为就是研究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画家旅居上海的奋斗
和生存状态。
而事后总结海派艺术的若干重要特点，我们也不难看出，海派艺术的几点关键特性似乎也相当符合浙
江画家、浙江人的性格和一贯的行事作风。
综合起来，这些鲜明的浙人特色不外乎如下几点：　　1．浙人画风霸悍，下笔多浓墨苍劲、富丽重
彩，作品具有清晰可感的强烈视觉冲击力。
历史上浙派艺术家有很多人是画工待诏，他们的艺术创作在文人画的清高眼光看来可能有落人俗套之
嫌，然而“落入俗套”这四个字正好是在近现代海上社会得以左右逢源的不二法门。
　　2．浙人性格雄强，具有改变现状、探索新领域的勇气和百折不回的韧性。
正是这种不甘于守成而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保证了艺术发展之树的万古长青。
　　3．文化史上的浙江历来是文章锦绣之乡，虽然仅就绘画一门来看浙江可能不是中国文人画的重
要舞台，但是上升到整个中国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层面上，浙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涌现最为层出不
穷之地区。
丰富的文人文化底蕴滋养浙派绘画，使它同时也能做到始终与高雅层次的欣赏要求相去不远。
　　上海社会的发展为文化转型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而上海社会的商业性原则对于文化发展的最大影响应当是，以“绅士服务”的全新视角为破产的知识
分子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书画的题跋、书画内容的人文寓意，以及书画作者当时的所作所为，完整地
勾勒出了这幅作品诞生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及这两者通过特殊的机制在书
画上的融合。
这只是一个一般程度的考证流程，对于一件作品的一切外在和内在环境的考证和认识无非是想说明，
任何一件艺术品都脱离不了人的活动，任何一件艺术品在大文化史的发展长河中都是拥有自身定位和
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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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伟，1 972年出生。
2002年7月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已发表的论文有：  《近代历史科学对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史写作的影响》《海派“博古图”初探》《
科曾斯父子的艺术与中国山水画》《西方科学书籍插图、画学范本与近代中国图学》《国粹与国粹画
》《徘徊中的基督》《16世纪东西方艺术制图术之比较》《西方人体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转换——视
觉艺术的视角》《博物学与博物馆在中国的源起》等。
译文有《艺术史与艺术科学》《西耶那的圭多和1221年》《艺术批评对艺术史——斯托克斯和贡布里
希的通信与著作》《历史及其图像》序及第七、八、九章等。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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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劝学篇》及其相关问题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
而救偏⋯⋯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
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
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
势也。
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以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章学诚《原学》下第一节　学术之变正如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1834-1901）的《劝学篇》一
样，晚清光绪朝洋务重臣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并不是一篇单纯论学的宏文，而是一篇警世救俗的政
论。
此书初刻于1898年，在当时是一个普及读物。
“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于1898年7月25日发布上谕，将此书颁至各省督抚学政，在全国四处刊刻流
传。
它的外在目的是对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进行一次纠正，潜在目的则是希望能对当时的学术论
争进行一次调解，进而平息种种会将国家引入危途的思想混乱。
关于这种混乱，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塞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
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
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众说以荡众心。
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行天下。
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
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矣。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尚与思潮>>

后记

五年之前，这还是一篇在仓促之中完成的毕业论文。
在写作过程中，导师潘公凯先生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和鼓励，同时也直率地对我的写作思路中矛盾、混
乱的东西进行了批评。
没有潘老师的点拔，我对近现代美术史上许多重要的问题可能仍然无法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面对着
一堆零乱的材料无从下手。
潘老师建议我在近代中国学术史、思想史、艺术史之间寻找出一种内在的关联，在传统艺术和清末民
初艺术之间寻找出一种内在的逻辑，同时也提醒我要特别关注西方学术和中国自身文化之间具体的衔
接关系，迥避浮泛的空谈。
如果严格按潘老师的标准来要求，这篇论文对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也许并未展开深入的研究，笔者
为此一直感到惴惴不安。
我对潘老师的感激之情还有另外一层因素，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他在经济上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这都是我无法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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