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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油画民族化这一说法,过去我从来没有正面思考过,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才使我有机会在近期
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2002年我加入了西安美术学院油画民族化工作室,从事油画创作的教学。在
这一工作过程中，结合这几年的生活感悟悟，我有了那么一些体会，并逐渐感到这个题目的现实意
义的学术价值。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我国和西方在文化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多，使得我们更直观更全面
地看到了西方世界，对西方艺术也逐渐有了更清晰和更理性的认识。怎样才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道
路，从而续写我们伟大的传统呢？对于使用油画这一属于西方传统绘画材料的艺术家们来说，找到
自己的位置尤为重要。“中西结合”这个说法如今以被广泛接受。艺术领哉的先行者们也做了很多
有益的尝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用油画画国画或用国画画油画等等，但是这些方面仅仅
是存在于形式范畴的改变，并没有满足我们在审美方面的需要。就像眼下随处可见的带着中式帽子
的西式建筑，总会使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对绘画来说重要的并非形式的翻新，而是审美的
重建和与之相关的精神支持。 
 
  笔者在从事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学中发现，同学若是在美术史中非常喜欢一种流派或风格，并在
学习中刻意去仿效，一般情况下会比较容易出效果。对于这种效果应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积极
的，对于同学表现力的提高，对材料的运用和掌握以及审美的培养都有好处。另一方面，这种结果
虽有近效，却有远忧。因为过于执着于表面风格的形式，而使这种风格形式游离于现实与历史之
外，即使再迷人的形式也会因视觉上的疲惫而变得空动、无力和苍白。如果缺少来自精神和情感上
的支持，那种风格化、形式化的东西缺少了必要的空间，从而自生自灭。 
 
  关于中西如何“结合”问题。在历史上当我们初次感受到西方科技的力量时，当我们不得不直
面正视这种力量时，曾经有了“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判断。在这样的思想下形成了也许是中国
最早的中西结合的方针。这一方面保全了一个文明大国的面子，当然也有自信的成份在里面，另一
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科技优势而动容，并不是太情愿地、有条件地接受了它。这种中西结合的方针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对西方的片面了解。在没有真正全面认识对方的时候，何谈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和学习呢？那种策略性的取彼之长，补已之短的做法似乎是完美无缺了，但却忽视了一个消化的问
题。我们并没有给它提供一个应有的发展空间，所以失败了。 
 
  民族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很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
形式主义的泥潭，在绘画方面又容易被认为，排除上述误解，“民族化”还是有发展的可能性。只
要不望文生义地把民族化与任何具体问题拉上关系，民族化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方向来展开新的局
面。它可以是基于我们千年优秀文化传统而产生的不断思考的一种过程。达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不同
风格、不同面貌的实验都属于这个范畴。这当中有一个前提，既使面貌区别再大，但它们却是“同
质”的—是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在同一个文化圈中成长从而产生了一种属于东方文明的共
同气质，共同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判断。事实上，我们无法摆脱上述特质，也没必要摆脱如果我们对
自己的某种东西感到厌倦了，就应该看看外面的东西，去寻找一种对比，只要不轻易做出判断，就
有可能重新认识自己，也有可能找到自己适合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的油画，我们不可能去重写西
方油画的历史，所以，怎样将这一西方材料很好地溶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使更多的中国人从情感和
审美上完全地接受它，可能还需要更多问题出现，从而使我们有机会去进行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