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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画家的“泾县起义” 

1985年春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十多位油画家和美术评论家聚会于安徽泾县的“泾川山
庄”，讨论中国油画的形势和问题。四月的皖南，画家和评论家们的思想、情绪和田间
油菜山间杜鹃一样纷繁热烈。大家谈论的问题和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具有共同的出发
点和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自觉反思过去几十年中国油画艺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寻求
新的艺术出路。从文革“会海”中获得解放不久的美术家们的共同感觉是，第一次参加
了一个想说，也想听，确实是心情舒畅，畅所欲言的讨论会。 
 
  出席“油画艺术讨论会”的老一辈油画家吴作人、艾中信、罗工柳、吴冠中等，都
对这次讨论会寄予很大期望。因故未能到会的刘海粟、王朝闻等先生也发来词意肯切的
贺信，表达了他们在思想解放的新形势下期盼美术界能提出新问题和新见解的殷切心
情。 
 
  “油画艺术讨论会”的酝酿，始于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六届美展采取分区展
出的方式，油画展区在沈阳，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入选的油画作品仍然有400余件之
多。大概是自有全国美展以来规模空前的一次展览。大家本来对六届美展抱有很大的期
望，但当亲临展场，一览数百幅大同小异的作品后，越来越多的画家开始感觉到我们的
绘画创作出了什么问题，题材、风格样式的雷同可以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有画家
说，自然主义的写实技法加上“大跃进”式的“浪漫主义”就是我们油画创作的僵硬模
式。在这种模式的统治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势不可免。70年代以来，许多外国同
行认为中国绘画是“千人一面”。在六届美展上，我们自己也有了切身体会。1984年10
月在六届美展沈阳展区举行的座谈会上，几位画家提出开一次讨论会以谋划出路的倡
议。吴冠中建议，画家有必要和理论家一起讨论油画创作问题，因为我们存在的问题不
仅仅是技巧、技艺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思想和艺术观念问题。这就为即将举行的讨论
会画勾出了一个大体轮廓。 
 
  讨论会的筹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承担，美术研究所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
华夏和既是油画家也是现代美术研究室研究人员的张祖英，为筹备会议做了大量细致的
工作。筹备工作得到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画院的支持，安徽美协为计划的实现，提供了
重要的物质条件，会址“泾川山庄”，就是安徽美协与安徽煤炭工业部门联系选定的谢
家集煤矿疗养院。 
 
  讨论会一开始，话题就集中到关键问题，即清除艺术思想上“左”的束缚，开拓新
的艺术格局。首先是对题材方面种种限制的再认识和清理，对“为政治服务”这个提法
的再认识；为“形式探索”和“纯绘画性”恢复名誉。 
 
  对于“油画民族化”的提法，多数人认为追求艺术的民族精神无可厚非，但作为一
种外来艺术的油画，过分强调其“民族化”，将形成一种强制性后果，不利于油画艺术
形式语言的多样化，也不利于对外国绘画艺术的吸收。吴冠中在谈到油画与传统水墨画
的关系时提出，西方现代绘画和中国写意水墨画在观念上是一致的，西方现代艺术这把
“解剖刀”的钢刃，是从东方的、西方的、非洲的等等传统艺术中抽出来的元素组成
的。它主张临摹古代绘画作品，“但临摹不同于复制，而是临他的匠心所在”，“我们
可以用水墨去临摹莫奈”，传统书法和现代绘画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书法和绘画、雕塑
和建筑、油画和国画的界线都可以打破。克里木.纳斯尔丁认为“油画民族化”的口号
带有倡导创作单一化的强制性意味，是“抓住了中国画的肉体，放走了中国画的灵魂，
连油画的基本特色也丧失了”。 
 
  对艺术个性的讨论，引起很多画家的感慨。画家联系个人遭遇，提出一些诛心之
论。曹达立谈起他回国以后经历了个性的失落和个性的重新寻觅过程，“我曾经觉得
‘我’已经不是‘我’了”；王怀庆认为艺术个性比画种特性更重要，艺术个性，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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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民族性和世界性之上；查立认为，用政治力量干预学术，是我们民族性中的狭隘
性；汪智杰说，“我们从来只有天、地、君、亲、师而没有自己，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民
族性的话，这种民族性就应该打倒”！ 
 
  关于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问题，过去单纯强调画家为群众服务，画家要向群众学
习，而无视画家在艺术创造上应该具有的自主和自由，不承认群众也有学习和提高的问
题。而将“雅俗共赏”当作艺术鉴赏的唯一标准，会使我们的艺术停滞不前。有的画家
还提出，艺术家应该追求的是“雅”赏而不为“俗”所赏的境界，“雅俗共赏”只是次
一等境界，至于“俗”赏而“雅”不赏者，更是等而下之了。 
 
  与“雅俗共赏”相联系的是对“现代派”绘画的认识问题。好几位油画家回顾自己
对西方现代绘画从不了解到稍有了解，再到有所了解的过程，觉得我们在对外来艺术还
缺乏全面和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动辄批判否定，是太轻率了。有些画家认为现代派艺术扩
展了绘画审美领域，启迪了新的艺术思维方式，值得我们研究和吸收。还有理论家和画
家深入探讨了抽象绘画在艺术史上的作用和位置。詹建俊认为西方现代绘画的产生，有
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也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应的艺术现代化的必然表现。这是“现代
派”绘画自50年代初期在国内遭到全面批判否定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得到中国艺术
家的辩护。 
 
  讨论会进行得紧凑而活泼。会议为大家准备的刚采摘的新茶，清新幽香，为喜欢品
茶的美术家叹为铭心绝品。艾中信和夫人黎莉莉在傍晚时分披荆斩棘攀登高山，采来大
捧杜鹃花，让大家一睹皖南山野杜鹃的无比明艳。而几个睡觉善于打鼾者独到的鼾声效
应，则成为会下必不可少的谈助。 
 
  油画艺术讨论会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也没有将各不相同的艺术观念“统一”于
某一种艺术思想之下。但大家都从这次集会中得到启示，增强了创立艺术个性的愿望。
老一辈油画家的意见语重心长，得到大家一致认可。艾中信提出中国油画“要多样，不
要一统”，因为“艺术和学术上的意见是不能强求统一的，用行政手段勉强统一，便成
一统。表面上好象统一了，实际上隐藏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他的后果是打击许多人的积
极性、创造性……一个人或一个学派说了算，对艺术极其有害”。罗工柳重提“大家都
把拿手好戏拿出来”的主张，希望这个屡经批判的主张在新时期能够实现。吴作人认
为，这个讨论会可以说是中国有油画以来的第一次盛会。吴冠中说：“这一次讨论会是
中国油画家的泾县起义”！ 
 
  1985年的油画艺术讨论会，开启了画家自觉关注理论和理论家自觉关注创作的新
风。也开启了美术家自主组织学术研讨活动的新风。此后美术界各种艺术论争的绵延不
绝、各种艺术集群的层出不穷，不能说与这次讨论会无关。 
 
  一年后，由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油画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讨论会的三个
专题发言----中国早期油画、当代青年美术新潮和西方当代美术，反映了油画界关注重
点的新发展。由参加了泾县油画艺术研讨会的画家和理论家共同策划的“中国当代油画
展”，同时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油画家拿出了他们追求个性特色和更新艺术观念的作
品，绝大多数画家的风格确实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虽然其中存在着为“变”而“变”
的迹象，但更新艺术观念和创树艺术个性的努力，显然已经成为油画家一致的追求。这
是中国油画家在近百年来，继2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的整体性艺术转变之后的又一次
整体性艺术转变，这一转变不但决定了20世纪后期中国油画的整体风貌，而且对中国画
和青年美术思潮的走向，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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