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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论中国的“古典主义油画”

作者：高全喜  来源：成言艺术

  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 

  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国土。 

  为了适应更灿烂的光辉， 

  理智在训练自己的魅力。 

  缪斯的琴弦振响， 

  有一种悦耳的震颤沁透你的心脾， 

  培育着你胸中的力量， 

  这力量将来会飞跃为世界精神。 

  ——席勒《艺术家们》  

  油画是一种西方艺术形态，通过油彩在麻布上做画，在汉语画图的视域之外，只有

近百年来，才逐渐为国人所接受，相比之西方源远流长的油画艺术传统，中国现代的油

画还只能说是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就近百年中国油画艺术的引进、学习及其流变过

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在西方已经延续了近千年的油画艺术类型，

在中国近百年的时间内，却从形式上已经基本都被涉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

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形式，如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后现代

主义等，它们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都有自己的移植形态和代表作品。从形式和风格的角

度来看，近百年的中国油画特别是近20年的油画创作，大致涵盖了西方千余年的艺术样

态，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就真正的艺术实质来说，中国的油画还处于一个相对肤浅和表

层的模仿状态，特别是艺术精神以及通过一种精湛的技艺表达艺术家的思想等方面，我

们还远没有达到成熟阶段。 

  我们知道，油画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水墨，它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方式。且不说在悠

远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油画艺术的萌芽就已出现，在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的所谓

“黑暗时代”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架上绘画，逐

渐脱离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成为表达艺术家心灵的重要艺术形态，可以说古典主义

和浪漫主义是油画艺术的两个源头，而它们最终又都融会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古典

艺术之中。面对中国油画近百年的进程，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作为油画

渊源的古典主义的艺术在我们的油画创作中非但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反而它的衍生形

态，例如现实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现代艺术形态，反而成为中国油画艺术创作的主体，

相比之下，古典艺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播和发育，古典艺术的精神对于我们的油画艺

术家来说还是隔膜甚远。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上一个世纪的油画创作历程，难免会有

一种缺憾感，对于现代艺术大潮弥漫正酣的油画界，不由地产生这样的疑问，即一种失

去了根基的所谓现代艺术又如何不显得漂浮和幼稚呢？令人欣慰的是，尽管隐藏在纷纷

嚷嚷的现代艺术的喧嚣与浊流之中，我们发现古典主义的油画艺术在中国近百年的油画

发展历程中，仍然是断断续续地延续着，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几代艺术家对

于古典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们的作品尽管尚没有达到西方古典艺术的高度，然而依然显

示出古典精神的光亮。 

  中国的文化艺术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油画艺术在20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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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繁荣之后，随着众所周知的社会原因，艺术形态的

本体发展被时代的现实内容，特别是意识形态不停地打断，艺术不得不为时代，为国

家、人民和党的方针政策服务，因此，艺术自身的形式法则和美学特征变成了社会政治

内容的附属，这一状况在文革时期尤为明显。尽管油画作为一种艺术形态与其它艺术形

态相比还有值得庆幸的一面，它毕竟还存在下来，而不像其它艺术那样被作为封资修的

东西连根拔除，但油画的存在是以牺牲自己的本体地位和艺术个性为代价的，油画成为

政治宣传和表现领袖人物的工具。说起来，油画意识的觉醒是从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

放运动而开始的，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中国新时期的油画在经历了漫长的扭曲之

后，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成为艺术家们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寄托。 

  中央美院作为中国的首家艺术学院，在油画艺术的创作和教学方面步入正规，与当

时各个领域中的文化发展和思想改革的进程相一致，中央美院的油画也在进行着全新的

变革，不过与社会中的那种疾风暴雨式的美术狂飙运动，例如，与85美术新潮和各个地

方轰轰烈烈的美术展览、活动相比，中央美院是在一种静悄悄的氛围下展开的。用我的

话来说，美院的门墙之外是一种轰轰烈烈的变革，而门墙之内则是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回顾头来看，这两种变革恰恰成为新时期中国美术发展的两个主要的维度和主线。外面

的变革基本上所采取的是一种全方位的走向西方现代派先锋艺术的油画之路，而内部的

变革则是一种学院派式的回归古典传统的油画之路，现代艺术尽管在美院中也依然产生

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但主要是在社会的大众领域，成为画家们争相追逐的时尚，而美院

内部特别是以靳尚谊主持的第一画室，则强调艺术的纯粹本体功能，为此他们注重艺术

的基本语言和基本技能，强调学院式的基本训练，在这条道路为后来的中国油画创作打

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代油画艺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在其中以靳尚谊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画风，有一个成长与发育的过程。在开

始阶段，理论批评界曾经把它称之为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但这种评价难免失知偏颇，

固然中国美术经历了文革时期的重创在转型期出现了强调形式美学的强烈呼声，但唯美

主义或形式主义并不是这种趋势的实质特征，它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星星画展、怀斯风

等一起体现了艺术家对于社会性、人性和形式美学的关注，所以对于形式美的追求不过

是艺术本体的回归而已，这种美学特征在当时对于校正意识形态化的伪现实主义无疑具

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古典主义的追求突出体现在油画创作之中，并且其主要创作者大多

是中央美院的教师与前几届学生，所以又被理论界称为新学院主义。与当时美术界各种

各样以现代主义艺术为标本的新潮美术的轰轰烈烈相比，学院派的艺术活动与展览只是

在一个较为狭窄的氛围内出现，但其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例如，1985年在中国美术馆主

办的《半截子美展》、1986年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1986年的《当代油画展》、《国际

艺苑第一回展》和1987年的《中国油画展》等，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些展览和活动注重

艺术形态的探讨和艺术本体的追求，其形式化和理想性都具有非常潜在的厚度。当然，

上述展临虽然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艺术风格的展览，但其基本格调仍然是古典

主义的形式风格和美学特征，在其中最具吸引力的便是体现着古典主义艺术样态的所谓

“古典风”绘画。 

  发轫于中央美院的“古典风”油画，在当时的美术思潮中处于一个十分独特的地

位，说它独特在我看来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与当时汹涌澎湃的现代艺术大

潮相比，古典主义基调的这种“古典风”绘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处于边缘的地位，

仅仅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主要是中央美院的师生及其很少的一批追随者在致力于这

种艺术的创作。其次，“古典风”毕竟只是开始阶段，与西方历史传统中的真正的古典

主义油画相比，无论从形式和内容方面来看，都还很幼稚，没有触及到古典主义的真精

神。所以，画家们单纯在绘画形式上的一些探索，如对于古典绘画样式的吸收，对严谨

的绘画程式的借鉴，对典雅之美的追求，还处于外在的形似阶段，古典主义的“高贵的

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的理想风范在他们那里还十分缺乏，因此这种外在风格的模仿



 

和追随难免不使人感到缺乏古典精神的实质性，因此为某些前卫批评家以伪古典主义所

诟病。1） 

  尽管“古典风”偏重于形式化的古典风格，但它却是一种正确的油画创作方向，从

这个角度来看，当时还处于弱势的“古典风”绘画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作品的典范

性，而在于启示性。对于那些盲目热衷于追随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家和批评家来说，他们

的眼中只有现代艺术，只有二十世纪对于古典艺术的排斥和否定，而没有看到在中国这

样一个油画传统几近于零的氛围内，要致力于中国的油画建设，不能没有古典主义这一

在西方历史中曾经辉煌了几个世纪的强大的基础，因此对于中国的油画艺术来说，最根

本的并不在于把西方的现代艺术移植过来，而在于回归西方的古典艺术传统。所以，中

央美院八十年代这一看似边缘的“古典风”绘画反而代表了中国现代油画艺术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内所要走的道路。 

  当然，古典主义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毕竟是一个十分重大课题，要沿着西方艺术

史的发展脉络从现代艺术往上追溯，而不是朝下沿续，这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西方现代艺术照搬过来虽然在刚开始的语境下还具有冲破禁区的

革命意义，然而大门一旦敞开，把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林林总总拿过来，直接进行中国化

的复制，比之追溯西方传统中的浪漫主义，特别是古典主义还是较为容易的。有论者认

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同为西方现代艺术的源头，在中国油画的百年进程中，古典

主义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播和发育。同时，中国缺少欧洲式的理性精神，而中国写实绘

画从一开始就有很多意识形态负荷，其分量超出了古典主义艺术所能承受的限度。到八

十年代，社会环境较为有利的时候，中国油画家又失去了发展古典写实绘画所需要的宁

静心态。因此，把许多当代油画家归入‘古典主义’是不准确的。”2）我同意这一观

点，其实就中国油画艺术的现状来看，二十多年它虽然已经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但是

古典主义在中国仍然没有牢固地扎根，西方近千年的古典主义传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

无论其影响力还是其代表作品都是单薄的，而正是这种基础性的缺乏使得中国的油画很

难真正地发展起来。 

  本来一个艺术家如何进行创作，追求怎样的绘画风格，喜欢什么艺术流派，抒发何

种情感，这并不是外在的什么因素所强加给他们的，而是由他们本乎自己的心灵而自发

的流溢出来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的油画艺术不能不说其处境乃是令人尴尬的，我

们难以能够与欧洲艺术史同步来进行自己的艺术积累，而是在一个西方绘画艺术所处的

重大转折时期，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油画创作体系，因此对于西方千百年来的古典艺术

乃至浪漫艺术传统来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利用。 

  回顾一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用混合的多元性加以概括。

由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从西方留学回来的艺术家们乃至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国

内的艺术家，他们不可能对于长达数千年的西方绘画历史有着深入全面的研究与了解，

特别是对于支撑着西方油画的实质性基础的古典主义艺术形态，更是所知不多。因此对

于古典主义在油画艺术中的根本性作用，无论是就知识背景，艺术技巧的丰富性，特别

是古典艺术的精神来看，中国那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很难有深入的理解，并付诸于艺术的

实践，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在历史上又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动荡多变的时期，西方列强的

入侵和中国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性内容越来越占据了主导性的支

配地位，意识形态成为绘画中的主题语言，因此，纯正的古典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

到中国的油画中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徐悲鸿、吴作人等人的油画创作以及他们所提出

的艺术标准和教育模式明显看出，严格地说起来，在中国的那一段时期，从来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古典主义油画艺术的发育与成长。这样说并不等于意味着古典主义在中国的那

个时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而是说古典主义虽然作为一种完整的艺术形态付之阙如，它

只是以某种变相的形式与其他的艺术形态混合在一起，特别是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

的。 

   



  从形式和内容等方面来说，即便在西方的艺术传统中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也有某种

一致的地方，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丢勒等人的创作中就很难把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

严格地区别开来，文艺复兴作时期的艺术为西方油画创作的一个渊源，古典主义和现实

主义这种后来所分化出来的艺术形态在当时还是结合在一起的，后来的古典主义，现实

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等等，都可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中找到自己的缩影。此外，即便

是就已经发育成熟的各自独立的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艺术形态来看，虽然它们在

西方的油画中有着明确的区别，但在对于艺术的真实性、艺术风格的完整性、乃至艺术

理想的美学特征方面仍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当然，上述方面只是一种笼统的分析，而这种笼统的说法却恰恰对于中国近百年的

油画演变来说却是非常中肯的，从二、三十年代那些从欧洲留学回来的艺术家们的艺术

实践来看，他们的创作、教学和理论主张很难把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加以非常明确的划

分，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自觉，而且也因为中国当时的起点是非常低的，还

没有发展到需要和能够进行如此严格而专门的艺术分类这个层次。例如，徐悲鸿在他对

于“惟妙惟肖”的现实主义的大力提倡中，就很难说其中没有古典主义的某种因素在里

头，徐悲鸿对于油画创作中的基本造型的强调，对于素描和结构的艺术功能的强调等，

都与古典主义有关朴素、严谨、单纯和理想性的要求相关联。我们从颜文良、徐悲鸿、

李铁夫、刘海粟以及很多留学回来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一系列人物肖像画、静物画和风

景画来看，固然它们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主义的油画作品，但也不属于社会主义

的现实主义的画风，而是一种混合的绘画风格，其基本格调与现代派艺术有着重大的分

野，是一种把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多种传统的西方绘画风格混合在一起的

创作实践，如颜文良的《厨房》、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萧声》等作品就属于这

一类。 

  真正说来，中国的古典主义油画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古典风”开始发展成型

的， “古典风”体现了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其精神内涵相对说来还较为薄弱，因此，

只能说是一种风格学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是靳尚谊，当时在他的周围形

成了一个小而精的艺术群体，他们是孙为民、杨飞云、王沂东、朝戈以及王玉琦、艾轩

等人，他们在靳尚谊的指导之下，对于古典主义情有独钟，追求严谨、细密、典雅的古

典绘画风格。从技巧上来说，这批画家经过长期的学习与训练，他们注重油画的材料和

工具性的特性，较好地掌握了油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的基本语言，对于画面的结构、

光和色彩的理解透彻，能够准确、生动、概括性地表现物体的结构、体积和空间，从而

营造出一种丰富的而又微妙的艺术表现力。在风格上他们追求一种单纯、朴素而又理想

化的美学标准，并力求在语言特性之下表达自己所理解的理想人性。因此，从技巧上来

说他们是较为成熟的，从风格上来说是端庄朴素的，从意义上来说具有着理想美的特

性，在语言的使用上是丰富而又细密的，上述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古典风”油画的基本

的风格特性和美学品质。 

  就创作的作品来看，这些作家在十余年的努力中创作了一批堪称中国油画之代表的

作品，例如，靳尚谊创作的《塔吉克新娘》、《矍秋白》、《彭丽媛肖像》、《兰衣少

女》、《自然之歌》、《双人体》等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典风”的最高成就，在

这些作品中，他力求恢复古典艺术的朴素与典雅的美学风格，在技巧上他注重画面的体

积感，强调色彩的丰富性和明暗对比的表现性，他的人物形象即单纯又饱满，给人一种

强烈的视觉冲击，表现出一个成熟的画家所特有的完美气质。靳尚谊在创作完《彭丽媛

肖像》之后说道：“我要在画面上体现一种安详而沉静的情绪。作品吸收了一些欧洲早

期古典的东西，同时又用中国宋代的山水画作为背景；宋代的山水画有气势，却又平静

而单纯，我是想把它这种趣味与人物画结合起来。”3）我们在靳尚谊的这些作品中，可

以看到古典主义的造型语言，看到色彩、构图、结构、布局和线条等元素极为丰富的内

在韵律，他的画透露出古典油画所特有的魅力。 



  如果说靳尚谊开启了中国油画历史中的一个新的维度，那么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在

他的学生中有了更为丰富的发展。杨飞云作为中国古典主义油画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他

的创作延续了靳尚谊的“古典风”绘画风格，在他的笔下，古典风格所特有的宁静、朴

素和纯粹的美感品质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如《北方姑娘》、《唤起记忆的歌》、

《夏》、《妙龄》、《大风景》等，它们一反流行的画家们的矫揉造作的夸张语言和情

绪化了的宣泄方式，而采用一种直接和朴素的构图，把画家心灵中的美好记忆表达出

来。杨飞云的作品对于人物的质感具有着非凡的表现性，让人在一种看似平静实则深刻

的形式结构中感受到一种特有的温馨与美好。就创作技巧来说，杨飞云大胆开拓了人物

肖像画这一油画创作的核心主题，他对于色彩和结构的把握非常注重内在的平衡，在画

家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你能感受到色彩的递进和明暗的推移。他的笔触细腻圆润，从

容自如，在看似平凡的日常人物场景中，表现出一种永恒的品质。在他一幅幅形神各异

的人物描绘中，一种超越了世俗情感的趣味在自然的图像搭配和色彩互动中，上升为一

种和谐与宁静的理想性情调，而这恰恰是古典主义绘画风格的一个基本特征。 

  作为“古典风”绘画的另外一个健将，王沂东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对于写实

功夫的细腻运用，他的油画不同于靳尚谊和杨飞云，从形式上说，他对于西方古典主义

所包含的那种理想美学及其艺术精神并没有太大的关注，相比之相，他对于古典绘画中

的艺术表现风格有着更为真切的把握，并力求把古典的美学特征与民族风格中的固有风

情结合在一起，使其上升到一种贴近古典风范的绘画样式。他的一系列作品，如《古老

的山村》、《肖像》、《母与子》、《窗前的女人体》等，在借鉴古典画风的同时体现

出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画面光线柔和、笔触细腻，他在创作中尽量舍弃多余的层

次，力求在古典的朴实性之中，反映出一种平面装饰的独特风韵，让人感到一种东方式

的温润的美感。 

  八十年代的“古典风”油画，虽然在精神的层面上还不扎实，但就其艺术风格来

说，却深得古典主义的风范。各位艺术家由于经历不同，对于古典主义的理解不同，以

及所吸收的民族传统的历史积累也不同，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古典主义的大的范围之内

也表现出了个体的差异。有的追求人文性的美学理想，如靳尚谊的作品就具有文学性的

意义，他的人物肖像多包含了社会和文化上的内涵，如《瞿秋白》、《医生》、《彭丽

媛肖像》等。尽管画家也试图通过一种古典的绘画技巧淡化这种文学性，但由于他毕竟

经历了一个动荡的历史时代，所以在无形中仍然挥洒不掉心灵深入的社会文化情结，他

的古典油画流露出较为厚重的人文蕴涵。而杨飞云和王沂东等人的作品显然在文学的主

题性方面不再留有什么痕迹，他们的作品更加符合古典主义的纯形式规范，大多表现的

是一些非常平常的人物和景致，在这些画面中画家并不追求社会的意义，而只是关注形

式结构和画面质地。他们的作品在造型上趋于单纯和洗练，风格更加明快和朴实，透过

优美的造型、图式和色彩，人们能够感受到其内在的韵律及其包含的心灵的品性。当

然，相对说来，杨飞云的作品在人物肖像方面更加贴近古典主义的画风，而王沂东的作

品则在现实描绘上更为细致并且透露出传统的乡土气息。 

  从绘画风格、代表画家与代表作品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古典主义毫无疑问地已经

成型，或者说作为一个较为纯正的艺术流派，完全可以能够成立。但是问题在于，我认

为衡量一个艺术流派是否真正成熟，除了上面的三个基本条件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深层

的标准，即是否存在一种艺术的精神，或者说在这个画派中是否体现出一个明确的艺术

精神的价值指向。以这种艺术精神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古典主义还远没有成熟，只是处

在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之中。八十年代的“古典风”还不能标志着古典主义画派的成

型，尽管在八十年代的某些作品也有一些精神性的特质，但并没有为画家们普遍自觉，

也少有真正地落实在画面之中，因此，古典主义在当时还是风格学的。从风格学进一步

走向古典艺术的精神，这是“古典风”油画的进一步拓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靳尚谊

和杨飞云在九十年代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杨飞云在九十年代直至今天的绘

画实践中，以他古典主义的精神追求和纯正的艺术形式，接续了从靳尚谊而来的古典主



义传统，并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1、参见高名潞等人的《中国当代美术史》，第534—548页。 

  2、参见《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 1994油画》，水天中的“走向现代文化的中国油

画”一文。 

  3、参见《中国当代油画名作典藏 靳尚谊》，第29页。 

  （高全喜 学者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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