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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值宁波美术馆开馆之际，由宁波市委、市政府及宁波市文联承办的《现实主义绘画创作的时代意义》主题研讨会于2005

年11月 11日下午在宁波金港大酒店召开。会议由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主持，出席会议的佳宾和代表有：冯远、靳

尚谊、许江、詹建俊、王仲、全山石、陈继武、蔡豪杰、张祖英、徐芒耀、安远远、曹意强、水天中、俞晓夫、孙为民、孙景

波、邹跃进、李向阳、陈丹青、胡炳南、陈秋草、张剑、刘晓东、陈琦、葛晓弘等。

    邵大箴 (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院教授) ：现实主义这个词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从日本那里翻译过来

的，有时称写实主义，有时称为现实主义。从技巧、技法上讲是写实主义，从带有意识形态性和观念性上讲是现实

主义。  

    新世纪以来，对这个名词的争论很大。中国的艺术和世界的艺术一样都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什么叫现实

主义？我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是关注人生、关注生活、关注现实。从具体技法上讲是要求写实的，是写实主义而不是

抽象主义。现实主义范围有多大?有没有边缘?有没有边界？还有些什么？五十年代法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家、艺术

家就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无边的。从观念上、从表意形态上可以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又引起了一场很

大的争论。但是无边的现实主义提法扩充了现实主义的内涵，在另一方面讲对现实主义又有帮助，赋予了新的内容

和新的内涵。  

    许江（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省美协主席中国美院院长）：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现实主义精神放

眼四海到处都有。在绘画历史上的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是在德国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之后的一个流派，是资本主

义上升时期的蓬蓬勃勃的一种艺术现象。在那个时代，是一种艺术的革命。但是传到东方，传到第三世界，传到很

多非西方国家之后，往往变成了革命的艺术。比方说在中国，它不仅仅是艺术的革命，而且是革命的艺术，不断得

到阐扬。在墨西哥有西盖罗斯的壁画，它也是现实主义，它也是革命的艺术。现实主义在西方的语言中是艺术的革

命，到了东方，到了很多非西方国家之后，它结合了这个国家的民族斗争和现实斗争成了这个国家的革命，这是值

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王仲（《美术》杂志主编）：油画作为画种，就是反映生活反映历史的。作为一个油画家，他肯定想反映生活

和历史，生活和历史有时是难以分开的。像詹先生画的《起家》，当时反映的是现实！现在就变成历史了。生活和

历史无非是生活的流动，看你怎么理解的问题。实际上人们的绘画或者说现实主义绘画，画人们视觉所看到的所关

爱的生存世界，现实主义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油画到了二十一世纪，要多谈问题，才是我们发展的契机和动力。中国油画怎么发展？中国的油画家应该

把自己放在世界的整个范畴之内来看问题。不管你是现实主义还是其它什么主义，就看中国油画的实际水平在什么

地方？这也是中国油画界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把中国油画放在世界里面看是一个什么水平，应该向人类油画的经

典高峰去追赶或超越！  

    水天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现实主义的第一种说法是翻译引自十九世纪库尔贝的阶段，被

美术界广泛接受的风格流派概念。后来人们把它上推，上溯到把希腊的雕塑，包括把中国古代的绘画也认为有现实

主义；第二种是五十年代引进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斯大林时期的现实主义；第三种解释在五十年

代初期六十年末期，中国美术家协会章程里写着中国美术家协会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指导思想，随着反修的

开始，六十年代末期把这一条给删掉了。表明我们并不完全照搬斯大林时期的这种东西，对这一点我觉得它至少表

现了当时毛泽东主义的民族气魄。  

    对革命历史画的创作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所有提到的革命历史画，就想到了写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

一种画法和风格。如果用其它的风格去画，去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去表现人对人类自身的某一个历史的阶段，一种

特殊的感受和他想把这种感受感染给别人，我想这是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之外寻找的一种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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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在西方的历史上也没有过。比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历史画，它有一种非常感人的、心

理的、文化的、政治的因素在里面，无法回避。就当前油画的水平和发展来说，确实在一百年来有非常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好多画家，正在一步一步赶上和超过他们的前辈，应该乐观地承认这一点。对于写实主义和现

实主义油画来说，还有很多路要走。          

    孙景波（中央学院教授）：詹先生的《狼牙山五壮士》到全老师的《八女投江》等一系列的作品，我觉得它是

符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构思因素所创作的作品，代表了当时中国美术界在历史画中的成就。我们五、

六十年代一批油画前辈是怀着革命激情和革命豪情及革命历史情感画出来的。1998年中国在美国搞了个《中华文明

五千年绘画艺术展》，挂了很多油画。据说当时最能打动美国人情绪的还是这批五、六十年代的油画，引起他们的

普遍重视，这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反思和思考，这是老一辈油画家是用非常真诚的理想来表现生活的。  

    1980年陈丹青画了《西藏组画》，陈丹青自己说，画里更多的是自然主义因素，只是画了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如果从观念上来衡量我们的现实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还少一点纯真的东西，我们还是提倡源于生活，提高于生活

的概念。有的时候提炼会变得不那么现实。反过来被批判过的自然主义有时候到是更接近现在要讨论的这个现实主

义。当然，我说的自然主义不是照抄生活和摄影的生活，而是一个被艺术家们观察和思考的东西。  

    对生活的关注，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主义，写实主义也不等于自然主义，有时候反过来自然主义比我们过去说

的现实主义还接近一点。前面说的是概念，后面说的是技术。技术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写实的问题，绘画风格是可以

多样的，就是写实画家的风格也是可以多样的。  

    曹意强（中国美院史论系主任、著名理论家）：不要太纠缠于现实主义的概念，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代表人类仿

摹自然的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冲动在中国艺术里面就如谢赫说的 “气韵生动”，也就是说要摹仿自然。西方的

亚里斯多得说：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摹仿自然。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观念是一个后来的流派观念，十九世纪才产

生，在这之前是没有的。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实际上包含着形而上学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所说的

现实主义就是画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举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中国以前叫“师法造化”，“师法造化”这个概

念有人也把它理解成自然主义，这跟西方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对自然的一种内心摹仿。

范宽说过：“师法造化，不如师吾心”。就是要摹仿他心里的东西，在西方，拉斐尔也说过这样的话。有人问拉斐

尔为什么把圣母画的那么优美，他说我是摹仿自然，而不是摹仿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我是摹仿心灵中的理念，这就

是范宽所说的“吾心”。我们可以把它说成这是艺术家个人的看法，是艺术家的修养，是所有的文化素养综合在一

起所形成的一种标本，这些现象在文艺复兴中也充分体现出来。但我们常常把文艺复兴的画简单地来概括为：它是

张扬个性、人性和人性的画。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并不只是张扬个性，它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教色彩，艺术家运用一些科学的手段来更好地宣扬

上帝的力量，因为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艺术家通过艺术来体现上帝的力量，艺术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了

形而上的观念。当时有人说过跟库尔贝一样的话：我只画我眼晴所见的对象。这个观念到十九世纪被强化了，印象

主义把它推到了顶点，印象主义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画出我眼睛所见到的对象。包括它的光线变化，包括光线在

某个时段的变化。印象主义是真正现实主义并且达到了顶峰。  

    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康有为曾站在拉斐尔画前说：中国画衰败了。中国画在宋代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来

我们把好东西扔了，去玩弄笔墨了。康有为把中国艺术的衰败归究于董其昌，认为中国艺术要发展必须再回到自

然，而并不是摹仿自然，不能以朗世宁为榜样。如果艺术仅从技术到技术，当技术达到了顶峰的时候就会缺少一种

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我们五、六十年代老一辈画家所创造的东西。这些作品在技巧上你可以接近它，但作品有一种

激情！有一种震撼力的东西！今天就是健在的老一辈艺术家现在也不会再次画出当时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当时有，

现在不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时期政府给画家提供了最好的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当这个青年艺术家被

委托为中国博物馆画一幅大型历史画的时候，每一个画家都有一种荣誉感。如今连外国人看了以后也说：这批画

好，技巧不怎么样，但里面有一种东西，有一种气势。我们的油画技巧确实还不成熟，问题是文艺复兴的这种订

件，就是出现了大师，为什么我们的订件就变成了为政治服务，而西方就变成了艺术家个性天才的体现呢？  

    把风格当作一种价值判断是错误的，风格是一种什么东西？它的确很需要，但只是一种内幕的评判标准。在西

方，风景画有风景画的评判标准，历史画有历史画的评判标准，风格内幕的评判标准跟作品价值的评判标准是不一

样的，但是它们有相连的关系。比如对西方历史画的评判标准一般有四种：一、栩栩如生，二、创意发明，三、创

意设计，四、色彩。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有时候是会变化的，但是它告诉你帮助你建立每一个艺术门类

的基本目标。  

    俞晓夫（上海油雕院著名油画家）：对于中国的现实主义油画，也不必要过于悲观，只要好好地画就可以了。

在作品的评判上，特别是用一种风格来弥盖作品的价值，对当今的中国冲击非常厉害。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很脆弱

的国家，没有建树过像欧洲发达国家的理念，民族的一种自强精神对中国来说只是刚刚开始，可是现在很脆弱，我

们应该好好保护刚刚树建起来的信心。  

    邹跃进（中央美院副教授）：我只同意一种基本观点，就是只有库尔贝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库尔贝之后是米

勒，其它的都不是现实主义，中国就陈丹青还属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有一种观念和前提，就是在一种意识形态



里，它要反对某种东西。艺术家总是要树立敌人，它要反对古典主义才会有现实主义，我们不能离开语境来谈现实

主义。我们回到西方历史要理解西方，就要理解什么是古典主义，西方艺术就是古典主义与非古典主义不断对立运

动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写实手法所建构起来的艺术，它都有主义。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革命古典主义

到新古典主义，还有巴洛克、罗可可等。但很多是对古典主义的偏离，这种偏离才导致了现实主义的价值，库尔贝

是对古典主义的偏离，对浪漫主义的反对，这是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他存在的理由。改革开放，我们的现实主

义为什么能够起到作用呢？就是它反对古典主义。陈丹青为什么能够起到作用呢？他是反对中国的古典主义，就是

那种新中国以来的革命历史题材和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那种创作。  

    什么叫古典主义呢？为什么说革命题材是古典主义。一、从西方来看，古典主义就是追求完美性，认为世界上

有最完美的东西存在，有最美的视觉东西在里面，它最终的理想就像我们有共产主义一样，只要我们去追求，我们

就一定能达到。二、造型及观念上的追求。为宗教、政治、宫廷服务使二者相结合，最完美形式加上最大化的价

值，我称它为中国的古典主义，它追求形式的完美。像靳尚谊先生的作品可称为学院古典主义，只追求形式的完

美，只追求语言的完美，没有题材和价值上的判断，没有像宗教主义里的题材内容，只有形式上的古典主义，从逻

辑上推，可以下一个判断，新中国写实的绘画是一种革命的古典主义。  

    历史画的题材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今天看历史画之所以感到无限的感动，是因为它是那个时期的历史。我觉

得这个历史画是革命政治的需要，是来自于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合法需要。建国后，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是合法的，

历史画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伟大故事的一种作用，国家会倾全力来做这一件事情，这种作用给艺术家

提供了一种好条件。  

    徐芒耀（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现在的油画可分为二类：一类是游戏性质的，一类是研究性质。比如

说研究红学的专家，他就一直在研究一些老东西，而且研究得很细。那么我们说美术就为什么不能研究老东西，为

什么一定要去赶时髦。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落伍的，如果说要落伍，那么如伦勃朗挂在美术馆上的画早就被拿下来

了。我自己认为这条路走的比较好，就要静下心来研究，如果在这一块上面做得比别人好一点，我在这个世界就有

一点意义了。  

    孙为民（中央美院教授）：现实主义是永远谈不尽的话题，在绘画领域里有它独特的价值，老前辈在二、三十

年代到西方到日本学习引进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如果不是徐悲鸿主持中央美院，主持老北京艺专，如果是林风

跟先生主持中国美术教育的主流，那么绘画发展的体系会是怎么样呢？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是大不一样。徐

悲鸿带回的不是他的西方写实技巧研究到多深的程度，掌握到多少熟练的程度。如果西方几百年发展的这样一个传

统，他几年就拿过来了，那传统就太简单了，那徐悲鸿就太神了、太聪明了。他能够做到那种程度，我认为已经非

天才不能做到，他带回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创造的体系。半个世纪来在中国，没有那一个美术学院能离开这个体

系。虽然现在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味、某种退化或者是某种走样，但是他的核心东西还是徐悲鸿带进来的那个精

神体系。  

    现实主义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按我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二个意义，就是现实主义要谈继承，没有继承就不可能

成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首先是写实的，是西方绘画的经典技术，它的经典绘画观念如果没有一种这样经典的东

西，那现实主义也不会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理念，创造了人们认识世界、感受世界、表现世

界表达自我的一套系统方法，这是后来多种样式的现化主义没法比的。现代主义虽然带有原创性也很好，但是它把

某一种因素把它推到极致化，这种东西后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现代主义的绘画越来越样式。样式就是把某一种因

素推向极致化，对其它的因素进行排斥。所以现代主义发展的思路，基本上是否定之否定，而是不断的在否定中谋

求发展。正因为它敢于反传统，敢于灭祖，所以他们也闯出了一些新样。当然，这些新样历史价值究竟有多大，当

代不能马上能做作出很有价值的判断，它总要经过一段发展时间以后，从历史回头的角度看它。  

    从中国的现实主义发展来讲，在老延安时期，包括建国初期、包括大跃进、包括文革之后，我觉得现实主义发

展一直没有中断，没有那一个否定前一个。包括文革的东西。当时我看到文革红、光、亮作品也很感动，而且不认

为当时的作品是多么的拙劣，多么的不好。那个时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艺术家对领袖的一种真诚信仰，一

种真诚的表现，是艺术家非常真诚的投入的结果，绝对不是作为一种对政治的服务的工具。很多东西现在看来很有

价值的，可惜是绝大多数已被毁掉。其实，那是特殊状态下的特殊技巧，特殊精神的真实写照，后来就是画不出

来，在文革之前也画不出来。那时候他们有一种特别崇高的理想，一种现代精神再加上一种感觉。那一种感觉有一

种力度，是一种造型，是在绘画里特有的一种塑造美和书写美。这些追求需要积累了多年，才能修炼成的。  

    现在提倡现实主义，我们呼唤传统，造型艺术中最经典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一种很纯正的绘画；还有一个再

提现实主义，再提现实主义精神，再提现实主义绘画，就是要讲究张扬民族主义精神。它包括二个含义：一是我们

传统的民族文化东西，在绘画中还是要有体现，我觉得现实主义绘画它所表现的那种东西，无论在技巧上，无论在

内容上是现代绘画无法代替，那是甩甩点点、刷一刷、随便摸一摸用几个符号就能反映出来的吗？第二点，绘画总

是在不断的流动，不断地在运动中间向前发展的。五十年代可能是现实的一件作品，现在看来可能是历史画了，所

以现实主义总在不断地表现人的现实存在，在那种人的一种精神风貌状态中去向前推进。  

   陈丹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认为中国至今没有出现真正的现实主义，包括文学、戏剧、电影，我们

 



能拿出划时代的现实主义吗？我认为起码现在没有，短期内也不会有。为什么？我们的政治环境让我们不可能真实

地面对问题，真实地说出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今天这么改革开放，最现实的态度还是比较现理智地回避大量现实，

所以我不相信会真的会出现实主义。 1998我在纽约美术馆看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绘画艺术展》展览，让我感到最

震撼有二类，一类是左翼木刻作品，还有一类是五十年代左右到文革期间的作品，这批绘画也让西方人绝对佩服，

如果一定用一个现实主义去框它，其实也蛮难框的，它可能不是现实主义也可能不是古典主义，我们就不要谈主义

之争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文化环境，我们的政治环境，真正达到了一个可以言论自由，可以表达你任何想表

达的东西，这样，整个人开始自由了，可能真的现实主义会出现。不能像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了，油画的写实主

义技巧可能提高了，但现实主义精神且绝对没落了。  

    胡炳南：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开始时说，艺术家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主体的绘画有这么生动，完全是为政

治服务的结果。当年的画家是为国家在画画，是为人民在画画，是为政治在画画，是为******在画画，这是没有错

的，所以能画出激情出来。而今天的画家是为谁在画画，为嘉德在画，为朵云轩在画，为钱为董事长们在画肖像，

不可能像画******那样有激情了。你当年为******画画，想到一幅要多少钱吗？绝对不会，并且会连夜赶出来，这

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好处。我在想中国画家为什么越进入开放。越现代化，它这个绘画越落后？因为他们的思维跟着

纽约的画家在走，把基本功丢光了。不要从悲观的角度去看为政治服务就是一种负面作用，在当时为政治服务是一

种荣耀，能看到******，能摸他一下手，到天安门看一看，就像看到神一样才让他有一种“激情”在里面。  

    张祖英：（中国油画协会秘书长）历史画创作其实是对历史的思考，不是历史的图解。如苏联反映第二次世界

大战题材的历史画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主要反映抗战，反映德国人的残暴；过了一段时间，很多表现转入

到对战争的反思：后面一段时间，表现战争对于人性的扭曲和一个人的遭遇。所以说历史画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对

这段历史的看法和认识，历史画创作不是简单的画面构图好、形象好、造型好就行了，是对历史的认识和看法。怎

么使创作能具有历史的新意能真正打上时代的烙印，确实应该有很好的思考。  

    詹建俊(中国油画协会主席、中央美院教授)：现实主义这个提法到我们今天这个会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

认识，当然有各自不同的一个诉说，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古典主义里有些东西也是现实主

义。所以我觉得画画的人应该不管什么主义，要忘记主义，尽量把我的感觉画出来就行了，但是主义又必须得有，

因为美术史家要对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进行定位。我们的老一辈是一种ABC的学习，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是从马克西莫

夫训练班的时候，才对色彩的对冷、暖有比较科学性的认识。而老画家不是从这个角度讲色彩的，与前苏联讲的不

一样的，不讲究科学的分析，用色、用油的也不讲究什么，就这样一代一代学下来,从做小学生到做中学生。根据

把握西方油画的程度来说，我们这一代是中学生。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第一代人学习外国油画，目标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文化构成。但是徐悲鸿提倡的现实主

义，通过油画加强艺术的现实主义性质，反映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并且始终坚持这样做。从学习西方整个精神上来

说，加强中国文化也好，加强艺术也好，它是跟时代的一种关系，跟社会跟人民的关系，这样艺术才能创造出当代

文化。从这一个角度出发，学习西方艺术，能克服我们腐朽的那一面能增加一种新鲜血液，一辈辈走过来，从不会

画到会画，一开始就坚持实现主义。纵观中国的油画历史，虽然每个艺术家的道路有所不同，但中国的油画脉络就

是这样一条道路。  

    全山石（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中国美院教授）：现实主义不仅是我们油画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

题，不能指望一个下午把它讲清楚。另外，油画问题更是一个讲不清楚的问题，现实主义油画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非

常有标志性、非常有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讲历史画就一想到是油画不是国画成为历史画，实际上这是油画工具特

点所决定的。我记得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讲过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画革命历史好比是在天安

门前面检阅，用军乐队是最合适的，这个军乐队就是油画工具，如果说天安门前面检阅，也就是革命历史画全部用

国画来画，那也就是琵琶、二胡演奏，这样子的话就郑重不起来。那是因为工具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国画不好，油

画这个工具是有很强的表现力的一个工具，有其它画种达不到的某种表现能力，革命历史画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我

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回到最原始的起点，一个方面对我们绘画来讲，这些年你一个艺术家，对生活的感觉、认识，通

过你的绘画工具把它表现出来，多想想这个东西就可以；第二方面，应该想想油画本身的一些问题，包括油画的表

现工具，包括材质的一些问题，在这些方面多下点功夫，少些空洞，不要有自卑感。  

    靳尚谊（中国美协主席）：我们的油画跟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是全世界最快的。以前的资本主义由农业社会

向最现代化信息社会转化用了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而中国仅仅用了二十多年。大城市的程度全方位的跟美国一

样，跟东京、巴黎也没什么两样，而且这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也跟他们一样了，大楼的建设

速度，中国是全世界最快的。这样的速度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所有面临的问题也都是由快造成的。  

    在第三届油画展学术讨论会时，我提出开学术研讨会不要研究这些大问题的发展趋势，咱就研究油画本体问

题。我们现在油画的技术水平如何？社会发展过快，人的知识不全面不平衡，我们现在美术学院的学生跟文革前不

一样，文革前是整体落后，但某一个人画的好，他是比较全面的，这个画得好是全能的好。现在不是，比如这张

画，很新鲜，很好，但有一大堆毛病，这是一种现象。这个情况在以前的西方社会是不存在的，但中国就出现这现

象。现在发展太快了，我们要发展，就得认真做学问，做好本职工作，最起码不要好高婺远，不要老想我将来要当

大艺术家或者我将来要怎么怎么样，就把你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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