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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当代画家》编委会近年来致力於中国

画学术层面的拓展，已与多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

作关系，并开展了一系列研讨策展活动，以精品

意识策划出版相关中国画学术理论系列丛书，着

力推荐具有学术品格的新人作品，传播具有深厚

人文情怀的经典传世之作。旨在以良好的“学

术”高度和“精品”意识，引导当代中国画正确

的创作方向，以自身的理念、行为，在业内逐步

构建具有学术定位、学术品位、学术层次的权威

性品牌机构。

合作单位如下：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宁波传媒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浙江陶氏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中央美術學院

中國美術學院

四川美術學院

青藤書畫藝術研究院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

浙江蕭山湘湖美術館

河南鄭州大河畫廊

山東青島美術館

山東青州珏瀾畫社

山東煙台宇辰美術館

福建廈門宏寶齋

中國美術創作研究基地

—海南省基地

蘇州雨村美術館

任伯年藝術研究院

主    辦

協辦單位

總    監

副總監

主  編

副主編

特邀編輯

學術編委

中央電視台新影製作中心《中國當代畫

家》編委會

青藤书画艺术研究院

杭州鹏贺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       

汪茂中

王孝政

楊曉明  馮丹丹

朱士傑  彭运泉  杨海涛 

張翔鷹  赵秋燕  郭强鸿

馮  遠  劉大為  朱良志  許  江

朱道平  許宏泉  劉  墨  何水法

何家英  張桂銘  陳家泠  吳山明

陳傳席  邵  琦  郎紹君  柯文輝

唐勇力  崔自默  薛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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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画家》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与北京锦

江日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一部

介绍中国当代画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百集纪录片的形

式展现中国当代画家风采的文化工程。

宝典、宝库，大旗下聚集当代风流人物

史料、史册，美术界珍藏万世不朽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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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 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在中西文化冲撞的历史背景下，

在物资力量上西强中弱的现实背景下，出现了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

运动。在美术领域，学习西方美术以改造中国传统美术是一个具有特

定历史意义和历史必然的现象，而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美术的观念和

技法是应该被历史淘汰的。中国画的变革潮流大致有两种：一是中西融合，

其中包括徐悲鸿为代表的以写实改造中国画和林风眠为代表的以构图和色

彩改造中国画；第二种潮流是借古开今，就是立足传统而秉时代精神的革

新，代表人物有潘天寿、李可染、黄宾虹和齐白石、陆俨少等。

当中国经过 100 年的建设发展已向强国迈进的时候，我们一方面

感谢前代人们大胆引进西方科技文明而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新的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背景下，看到了中国文

化的伟大力量和独特的魅力。

潘天寿曾说：“石溪开金陵，八大开江西，石涛开扬州，其功力

全从蒲团中来，世少彻悟之士，怎不斤斤于虞山、娄东之间？”何为“蒲

团”？用道家的思想来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蒲团”也就是“道”，换句话说，就是“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

而成新的和谐体”。绘画艺术是“道”的外化，而这种外化是不定向的，

也就成就了各种绘画语言，各种流派，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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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中国绘画艺术，建立在前代人成就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

开放，学院教育的发展，信息量爆炸式的增长，当代的中国绘画又进

入了处在一个危机与新生、破坏和创造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比以往

的都要复杂的多，当代的中国画家所经历的苦恼、惶惑、反省和深思折

射出了历史演变的特点，客观上的压力和主观上的蜕变，催生出我们这个

时代的艺术的面貌的多样性是前代所远不能比拟的。与前代人所不同的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们以一个更为清醒的态度去关注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探寻中国文化精神内涵，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离不开的。

我们透过这些不同面貌，不同形式，不同题材的绘画作品，看到了

不同的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解读、对中国式人文情怀的表达。

作为中国艺术文脉的延续重要一个环节，当代的艺术家们重现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光和价值意义，这也反映了当代文化观念和思维

方式的广阔性、兼容性和超前性，也反映了当代的艺术创作在传统与

现代、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青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超越性。

本辑画册，是当代艺术家用笔墨对话自然的展现，皆为中国颇具

代表的名家作品之荟萃，几近精琢艰辛而得，凝结了现实生活的感悟、

学术高度的巅峰、艺术形式的思考，都是为慧眼慧心之人千挑万选的。

希望是一场供读者品味鉴赏的视觉盛宴，其收藏价值也将如海水般不

可限量。

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

《中国当代画家》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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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茂鲁  布袋僧图

设色纸本  立轴

丙子  1996年作

款识：布袋僧图。丙子初春丁茂鲁画。

钤印：丁（白）茂鲁（朱）长乐（朱）可意斋（白）

45cm×67cm  约2.7平尺

作者简介：丁茂鲁（b.1936），曾用名丁茂隆，室名可意斋，生於上海市，祖籍浙江省黄岩县，

西泠印社五老之一。1959年毕业於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科，擅长

国画写意人物，兼擅书法、篆刻，书法曾得诸乐三指点。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书法

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和副秘书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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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江  少女

设色纸本  软片

戊寅  1998年作

款识：戊寅年初秋。涉者文江。

钤印：文江画印（朱）鲁人（朱）中得心源（白）于（朱）静云轩（朱）

68cm×68cm  约4.2平尺

作者简介：于文江（b.1963），山东省煙台市人。1984年毕业於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1988年考入中央美

术学院国画系，擅长工笔人物仕女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理事，中国画研

究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等。作品《秋暮》获首届全国工笔山水画一等奖；作品《大红枣》获第

三届全国工笔山水画大展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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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江  人物

设色纸本  软片

丙子  1996年作

款识：建强先生雅正之，丙子年夏月余客威海，欣然而作以示兴也，文江。

钤印：文江（朱）鲁人（朱）于（朱）肖形印（朱）

68cm×68cm  约4.2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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