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网站首页  | 书法所概况 | 新闻资讯 | 东方思想 | 北大书坛 | 燕园书法 | 学者书法 | 海外书法 | 高校书法 | 传统现代后现代 |

| 书法文化 | 研究生园地 | 诗书画印 | 碑帖文房 | 教学招生 | 历代书史 | 书法视频 | 书法各界 | 书法论坛 | 联系我们 |

  您现在的位置： 书法艺术—> 高校书法 

林风眠：传统的中国绘画该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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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传统的中国绘画该告一段落了  

 

 

  要理解林风眠何以要举创造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旗帜，我们不能不对中国绘画的发展
轨迹作一个回顾。 

 

  古代世界的三大艺术高峰，是非洲的埃及、欧洲的希腊和中国的盛唐。虽然地跨三
大洲，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但三者有着共同的精神，都是面向现实生活，是从生活中
走出来的艺术。自那以后，非洲艺术无太多的发展与变化，一直保持着原始朴实自然的
风貌。欧洲艺术跨越希腊时代，受神学精神的桎梏，绘画曾一度走向死亡，但是文艺复
兴的人文精神把绘画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使它从神坛回到人间，人性成为绘画的主题。
中国唐代画师蔚起，焕然称盛，林风眠研究多年而在留学归来成文的《中国画新论》中
称赞道：“这个时代的画风，因取材自然界的描写，作风纯系自由的、活泼的、含有个
性的、人格化的表现。初期中，如顾恺之的风格，细致高雅的意味；吴道子的吴带当
风，尤可想见其当时作风之超逸。”中国绘画走过盛唐，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山
水花鸟和人物画的分离，有着峰回路转的迷离风光，但经五代、两宋及元、明，再经过
清代的二百几十年，虽是画派纷呈，已如水流花谢，春事都休，连一点回光返照的影子
都没有了。 

 

  如果分头而论，唐代的绘画同文学一样，一切都到了成熟阶段。唐初人物画，以立
本、立德阎氏兄弟为代表。到开元之后，吴道玄的画派，风靡了整个画坛，后起画家如
张萱、周昉，无不以他为宗师。特别是他们笔下的仕女，不论初唐崇尚削瘦，中唐以后
追求肥壮的形态，但都是恢弘博大，显得气度高华，即使是面部、四肢与肌肉及服装这
些难以传达的形态，都扼要而生动，有一种亲切的气氛，从他们的独到观察力来讨论，
足见这是来自生活。到了宋代，一部分画家再往细微方面走，一部分一反旧习转到了豪
放一路。走向细微的，写实的范围及动态表现都不及唐，气格显得小了；走向豪纵阔略
的，虽清刚爽利，体态流动富于外向性，可传到明代好往粗鄙的路上狂奔，影响之大虽
如洪水狂澜，但很快就结束了。明的后期及清代仕女，都是小鼻子小眼，完全脱离人的
本性，只是从旧纸中寻生活了。  
 

  唐代山水有诸名大家，如大小李将军、吴道子、荆浩，但他们的画迹泯灭，无从评
论，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山水车，在北方以范宽为最早，江南的以董源为最早。范宽笔
力苍健，擅于写正面折落的山势，刻骨地表达了山的质的一面，气势雄峻，一种真实的
感觉，好像那群峰壁列，真的如压在面前一般。董源的画派，没有险峻的山峦、奇巧的
装点，多平稳的山势，高下连绵，映带无尽，林麓洲渚，是一片真实的江南景色。南宋



山水画，转变了方向，对描绘对象，显得简略、空旷而单纯。元代继承了北宋的遗风，
虽然黄公望对富春山水和虞山有过真实的体验，王蒙对泰山也作过实地描写，但泥古的
心情远远超过了对真实的关怀，他们的笔墨很少从真实的境界中出来，只是一味地从前
人的技法中寻找自己的生命。倪瓒表现的已是一种消极的风格，把真实的形象处于配角
的地位，只是在表现那百读不厌的笔墨。这一风气，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只是接受前
人的技法，绘画的主旨反逐渐地遗落了。他们大多是剥皮主义，所谓新的风貌，也只是
从剥皮中产生，并不知道真实。从明董其晶到清初“六家”，走的是同一条路，萎靡地
拖延了五六百年。可是道济和尚石涛，没有接受定传染，对山水画的革新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表现了当时环境的独立精神。 

 

  花卉之初创，也是作为人物的配角而存在的，唐代开始，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唐
代的殷仲客的花鸟写真、吴道子的墨竹、李隆基及萧悦也都是花鸟专家，但没有作品流
传于世。从唐末的黄筌、黄居采父了，南唐的徐熙、徐崇嗣祖孙，虽然画风不同，但都
是崇尚真实的写生。自此以后，中国的花鸟画一直沿着写实的路子在发展，皇帝老儿中
也不乏花鸟画高手，南唐后主李煜，创造了“金错刀”体势，宋代徽宗赵佶的工细双勾
花鸟，领导着画院，从事写生的研究，特别是水墨花卉画家历代都有高手，无论工细的
或豪放的，所追求的风格都是温静娴婉，笔墨情意，而且“人格化”了的。这又影响到
山水和人物，形成了当时所谓“士大夫画”、“文人画”。历史的沧桑，朝代的更替，
加上宋明理学的兴起，对故国的思念之情及神秘玄学的追求，绘画就渐渐地离开人间烟
火，只是以笔情墨趣来表现空灵与超脱了，而遗忘了人类基本的生物情绪。画家只在传
统成规中兜圈子，不像古人那样深入自然，虽然有着回归古人高贵神韵的愿望，但却少
由自然唤起的基本生命感，画面必然越来越干枯、脆弱、空虚。  
 

  自明代以降，绘画中不乏革新之士，如明代的陈道复与徐渭。陈的精力所聚，在于
秀媚的风姿与流宕的情趣，笔意清发，墨韵明净、粗中带细的描绘，创造了一种亲切的
意境。徐和注意力，集中在情趣的散豁，水墨泛滥，舞秃笔如丈八蛇矛，使酒狂歌，放
诞不羁，有令人震惊的气势。清初的朱耷与道济，他们都是明王朝的宗亲，明亡入清，
朱耷运用秃笔，凝重圆润，显得朴苠酣畅，有特殊的含蓄情味，他笔下的鱼鸟，突出夸
张的描绘。增强了奇特的灵动性、倔强性与创造性，不是一般寻常想象所能范围的。道
济从山水到花卉，全面领导着革新运动。朱耷也道济就是一种新生命的诞生，是超前绝
前代的创格。扬州八怪诸家，也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创新，而在前的是一条失败的道
路。  
 

  从这一简单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明代开始，有识之士就已经感到中国绘画在走
向衰微，入清以后，这种衰微把中国画送上日暮途穷的绝路，虽有着矢志革新的人，但
都无法力挽狂澜。 

 

  从宋代到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按林风眠的分期展示于过渡性的第三个时代，他在
《中国画新论》中写道：“第三个时代有无结果尚未可知，唯在此长液漫漫的黑暗中，
新旧思潮之直接而急迫澎湃争执，其结果如何，亦正未可说定。” 

 

  二十世纪初，中国处在一个优患重重、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创造机会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里，政治革命迈上一个新的里程，文化也遭到空前的冲击，社会在痛苦
中起了变化。新旧交替的混乱局面，正宜突出天才的诞生。在文化上以白话文为主体的
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不少新文学俊杰，中国画的革新运动更激发了第一流的绘画智慧，
产生了许多承先启后的画家。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吴昌硕相继进入画坛，使
得衰落时期的传统绘画爆发出耀眼的火花。但社会演变的缓慢制约了艺术的发展，他们
虽有创造，只不过是文人画传统的延续，无法阻止中国画的继续衰微。黄宾虹“真山真
水”，齐白石的“民间味”，虽然给中国画换了一点血液，使旧有的形式焕发新的光
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画走向衰微的命运。 

 

  中国画的革新要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了。 

 



  这样，我们就发现在寻求突破传统的道路上，与以上诸家举着不同旗帜的是借鉴西
方绘画。以油画水彩作为表现工具，以新颖的技巧与中国绘画相结合，达到中国画的
“现代化”。中国画向西方学习，走着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最早是高剑父、陈师曾、
李叔同等留学日本，从日本的绘画中学生西方绘画技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接触西方，
日本绘画也随之传到西方，致使西方人认为日本绘画代表了东方风格，或者说就是中国
绘画，这是一种误解。虽然从康熙晚年到雍正乾隆三朝已有几位从欧洲来的画家任宫廷
画师，如意大利人郎世宁，法国人王致诚、艾启蒙等，但他们的活动只限在宫廷，并没
深入民间，因此对中国绘画没有发生多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由于共和政府的领导，开始注重吸收西方文化。艺术方面，幸而有蔡
元培，他努力提倡新艺术思潮，鼓励并协助国人到欧洲留学。但民国初年，欧洲正处于
第一次大战期间，赵欧大多数国家留学极不方便，即赴法留学。最早赴法留学学艺术的
有李超士（1911年赴法，1919年回国）和方君璧（幼年即赴法留学），再就是林风眠、
徐悲鸿和潘玉良了。再以后就是受林风眠和徐悲鸿影响的艺术家，大都是二十年代晚期
到巴黎的，如汪日章（1926年赴法）、王临乙、刘开渠（均于1929年赴法）；还有周
圭、唐蕴玉、庄子曼、陆传纹（均于1930年赴法），此外还有常书鸿、司徒乔、张荔
英、陈士文、黄觉寺、滑田友、庞薰琹，都在这时赴巴黎留学。 

 

  历史已经证明，在众多留法学艺术的艺术家中，不少是人天才画家，画出一些在世
界艺术史中占一定地位的作品。但带有明确宗旨，创立中国新的绘画艺术的，只有林风
眠与徐悲鸿。他们又各自规定了所肩负的使命，林风眠是要使中西艺术融合，创造全新
的艺术；徐悲鸿则是志在用西洋画的技巧来改造中国画，使之新生。  
 

  林风眠在留学期间形成“调和中西”的绘画主张，是因为他把中国传统绘画已经看
透了，他认为：元明清三代六百年来绘画创造了什么？比起前代来实是一无所有。在绘
画史上决算起来，不特毫无所得，实在是大大的亏了本。所得到的只是因袭前人之传统
与摹仿之观念而已。这个从"黑暗时期"走过来而失去生命的绘画，光靠打强心针能把它
改造出新的生命吗？ 

 

  林风眠在《中国画新论》中直截了当地说：传统的中国画应该告一段落！ 

 

 

 

  上一篇：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 

  下一篇： 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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