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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画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绘画史著作，唐代艺术史家张

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反映了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深刻的艺术史意识，这种

艺术史意识体现在张彦远对于绘画的发展具有一种在历史空间中观察其

流变的卓越眼光。在《历代名画记》中，第一章是“叙画之源流”，第二章

是“叙画之兴废”，第五章是“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体现了一种鲜明的

文脉意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章，张彦远在这里讨论了对绘画的鉴赏

与收藏，必须了解画家的师承传授，南北地域差异以及古今不同时代的风

物，结论为“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精通者所宜详辨南北之

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以议乎画。”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画界和收藏界，多有不知画之源流兴废，师资传

授，南北之辨，古今之异的自以为是者，指点江山，纵横画坛。在当代中国画

坛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其实对中国画的传统和当代中国画家的传承缺少

研究。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国画的一种奇特现象，某些欺世盗名的画家往往

混迹于真正优秀的画家群体中，良莠并存，借助媒体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画

的欣赏收藏和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一位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的价值在于何处？他是如何学习、思考、继

承、发展中国画传统的？他的艺术语言有何特征？他对于中国画的历史有

何贡献？所有这些，都激发起我们对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的生活、学习、创作

乃至行旅交友的浓厚兴趣。而一批这样的优秀画家，则在整体上展现了当

代中国画的主流面貌，有助于我们以更为宏观的眼光了解和判断中国画的

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国内专家，多方搜求，编辑出版了这套《当代中国

画文脉研究》丛书。试图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

中，展示当代优秀中国画画家的整体面貌，为读者走近画家和他的工作室，

走进画家的生活和思想提供真实而全面的视野。尽力解读他们对于当代文

化的建设性意义，同时也力图将诸位画家的作品与艺术思想，向关心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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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的人们做一个整体性的展示。

所谓“文脉”，即为文化发展之脉络，有前承芳古，彪炳当代，后拓来

人之意。是故，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旨在清理当代中国画发展之脉络，以

期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当代中国画的文化意义，确立中国画的当代文脉。

而一个时代的画家既要接续历史，又要开创革新，便只能依靠自身的

艺术创造力。这套丛书选取了当代中国画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将他

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呈现当代中国画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同时，面对

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要在纵向思考之时将他们置身于这个

世界的语境之中横向考察，以此建立起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坐标。

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一定和他自身的文化背景有关，同时也和他所

处的时代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当他们的创造力在今天得到认可之时，他

们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绘画史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代表，以个体

的艺术创造接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开拓中国文化的未来。

《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的编著，着眼于将丛书所收录画家的艺术面

貌特别是近期的创作态势整体地做一个阶段性的展示，突出学术性、史料

性、可读性。编辑重点一是着重分析画家的水墨语言，对画家的笔法、墨法

和结构图式进行分析。二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梳理中西文化两大

艺术文脉对当代中国画家创作的影响。三是在当代语境中，探讨艺术家作

品的独创性以及创作主体对今天中国画创作的建设性意义。四是以视觉欣

赏的角度为主线贯穿画家作品，增强文字与作品的互相生发。最后，本书除

编者论述画家作品图式的文字外，还部分收录画家文稿，整理画家代表性

的艺术观点辑成语录，同时整理重要理论家对画家的辑评。不知如此编辑

理念能否得到读者认可，敬请诸位方家阅读指正。

是为序。

殷双喜

2009年3月3日于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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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外兼修 归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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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杜滋龄艺术之师承与创新

1.艺术生长背景

杜滋龄作为当代著名的水墨人物

画家，无论是其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还

是国外写生均有着深厚的笔墨功力和

新颖的形式语言以及悠远深刻的意

境。在20世纪末期到新世纪水墨人物

画多元价值取向纷繁复杂的情境下，

杜滋龄的人物画无疑是一曲令人击节

称赏的强音。建国后水墨人物画一度

的强势，在文革后不得不面临价值观

缺失后的困境，杜滋龄的艺术经历过

这种艰难，并且在这种困境下找到了

出路。所以他的艺术不论是在历史长

河中，还是现时的今天都具有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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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意义。因此只有将杜滋龄置于20世纪至今大的文

艺背景中，才能更加清晰、明确地建立起他的历史坐标。

半个多世纪前由于徐悲鸿、蒋兆和等画家的努力以

及大文艺环境的影响，水墨人物画由宋元以来比较式微

的画种逐渐成长为现代中国画最重要的门类。但是这种

情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便遇到了巨大冲击，摆脱文

革后的新时期艺术出现了多元化面貌，山水和花鸟画从

重压下被释放出来，很多人物画家转向这两个领域。这一

时期人物画在展览数量上出现了锐减，题材也比较狭隘，

没有完全摆脱文革前的影响，除了大量肖像画就是描写

革命领袖与劳动群众，大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存在着公

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相对于山水、花鸟的朝气勃发，人

物画遇到了瓶颈。于是人们开始反思以往人物画创作中的

“假、大、空”等问题，艺术家也开始注重将个人的真情

实感注入画面，笔墨语言与个人风格也越来越被重视。杜

滋龄在当时也敏锐地嗅到了时代的新气息，所以他一边

【流民图】局部    蒋兆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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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传统，一边大量地关注起边疆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

开始了新的艺术道路。但是当时人物画还是面临着较为严

峻的形势，不少画写实的人物画家也开始走向象征或者变

形。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刚开放的情况下，人物画尤其是

主题性人物画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而且画得不好

还要受批评，不如画山水花鸟自在，而且受市场青睐，所

以当时不少人物画家们开始转向花鸟、山水创作。可见在

这种背景下能坚持至今的人物画家，如杜滋龄等大都有一

种如徐悲鸿的老师达仰所说的“勿慕时尚，毋甘小就”的

毅力和信念。

受西方现代美术新思潮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

物画一度出现了一批模仿油画乡土写实风和西方现当代艺

术的风气，在视觉表现力上也追求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画面

效果，舍弃了对笔墨语言的表现。这种局面给人物画造成

【牧场】   ��cm×��cm   �001年   杜滋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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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利影响，也导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全国

美展上非常有分量的人物画作品相比之前大大减少。因

此，在这一境遇下，如何从传统中突围而走向新生，是90

年代以来中国人物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面对这一问

题，它却处于无所作为的尴尬状态。（易英《现代人物画

的突围》）1991年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91中国画邀请展

之一的全国人物画邀请展”和199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览会”，这两次展览大体能体现20

世纪90年代前期与后期水墨人物画发展水平，但是从这

两次展览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人物画创作中技法形式上的

雷同和概念化，由于作者不深入生活导致作品的内涵苍

白浅薄，或许这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这不仅是形式技

【慕什塔格峰雪茫茫】   ��cm×��cm   1���年   杜滋龄作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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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雷同，更是画家对人认识的肤浅和雷同，也是画家对

现实的人和社会疏远并缺乏认识的结果……雷同现象还

说明艺术家对生活体验方面的贫乏。”

虽然当时的不少学者们对人物画整体格局多持一种

悲观和批判态度，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人物画刚从政治的

压力下解放出来，要短期内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顽习是不

可能的，创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在

那个疯狂学习和摹袭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年代，杜滋

龄依然心平气和地行走在祖国各地，深入生活，所以他的

作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没有那个年代特有的躁

气。保持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关注人的真实内心使杜滋龄

没有迷失在流派林立、各种主义横行的大环境里。当时不

少在人物画领域默默奋斗的中青年画家现在都已两鬓斑

白，如今时间已经证明了他们坚持探索的成果，杜滋龄便

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以自己几十年忠于生活的艺术

实践见证了新时期以来水墨人物画从迷茫、彷徨走向多样

化和创新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至今水墨人物画最重要的问

题不完全是形式语言和观念上的，主要还是对生活深入

程度和理解深度方面的。关注现实生活是20世纪乃至当

今水墨人物画的核心之一，也是水墨人物画自宋元衰落之

后在现代重新崛起的重要原因。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看杜

滋龄的人物画，可以发现杜滋龄发扬和强化了这一优良传

统，在艺术创作中他始终努力去深入生活，用画笔表现现

实人物的存在状态。在新时期当很多艺术家都为市场大

潮所裹挟，淡漠真挚的艺术追求，粗放恣意为时尚来迎合

市场猎奇目光时，杜滋龄却以其睿智和宠辱不惊看破了世

风的浮夸和反复。他不为名利而艺术，始终坚持艺术的生

动性与创新来源于生活的态度。为此，他常年在外写生，

国内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等地是他最钟爱的地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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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公派访问北欧、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他也尽量挤出时

间来画速写。他热切地关注着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

将自己对少数民族和民俗风情的热爱与赞美注入到作品

中。

今天当我们感叹杜滋龄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创造力之

时，应该明白这绝非一日之功。因为中国画的造型图式、

笔墨、意境等要素中所含有的特殊的文化积淀决定了师

承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没有良师点拨难免会误入歧途，最

终难成大器。下面，笔者将从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两大美

术教育体系出发，对杜滋龄的师承加以探讨，以期追本溯

源，从中找到解读杜滋龄艺术的钥匙。

2.师出名门、博采众长

杜滋龄作为成长于建国初期的一代画家，其艺术生

涯起点显然无法回避当时中国的艺术教育格局。虽然建

国后的美术教育格局一度存在着相对单一和封闭的问题，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艺术教育家的热情和务实以及学生们

对艺术知识的渴求，所以培养出来的人才甚至要比今天

多元文化格局下的更加稳重和老练。

建国之后水墨人物画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道路，

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见的争论为写实人物画在融合西方与

保留传统的基本方向上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执牛耳者的

教育思想与地域特点这两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写

实人物画的不同侧重点。中国近现代虽然名家辈出，但是

真正形成了完善的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只有徐悲鸿和潘天

寿。林风眠和黄宾虹等虽然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他们没

有建立严格的体系，没有纳入科学教学的轨道。而徐悲鸿

和潘天寿都有各自不同的体系，徐悲鸿将西洋素描融入中

国画，潘天寿则偏重于传统。1949年以来，徐悲鸿的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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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与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从苏联引进的“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合流，被官方认可而推行至全国。

在北方徐悲鸿和蒋兆和是最重要的倡导者，传承者有叶

浅予、黄胄、卢沉、周思聪等。杜滋龄最初受到的就是这

一脉的写实主义教育体系的影响，包括严谨的西方人物造

型训练、速写捕捉能力训练、线条表现力锻炼、绘画视野

的开拓等。到杜滋龄近40岁时，他有机会接受到浙江传统

文人氛围的陶冶。1979年杜滋龄考上李震坚的研究生，

追随李震坚学习浙派写意水墨人物画，这是他另外的一

脉师承。当时浙江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由于有着深厚的

传统根基，写实主义教育体系推行到这里时有了更多的

【卖小吃的老人】   ��cm×��cm   1���年   蒋兆和作品



「10」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

传统特色。尤其是院长潘天寿非常重

视传统理法和因材施教，建立起了非

常有特色的现代中国画教育体系。受

用于这一体系的重要人物画家有周昌

谷、李震坚、方增先等，即后来所谓的

新浙派人物画。因此杜滋龄其实是融

合了北方写实人物画与新浙派人物画

两者的特点，并且以古为鉴形成了自己

的风格面貌。

杜滋龄最初学画从写实体系入

手。自幼父亲、哥哥热爱传统书法丹青

的兴趣早已潜移默化地在他心中埋下

了国画的种子，正如他自己深情地回忆

“我是闻着父亲写字时的墨香成长起

来的。”由于出身原因，杜滋龄与心仪

的中央美院附中擦肩而过，但是这并

没有影响到他对艺术的执著，后来他

考入了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荣宝斋学员

班，在这期间他又有机会亲眼目睹如

詹建俊、靳尚谊等名家的原作，这些作

品展现了中国绘画在建国后吸取西方

写实营养的面貌，可以说是建国后人

物画的最新成果。曾是延安时期鲁迅

艺术学院老教师的马达先生将杜滋龄

引入了艺术的殿堂，使他深刻领悟到

速写、素描作为基础的重要性，杜滋

龄对以写生、速写深入生活的热忱就

是从这时萌发的。通过学习，杜滋龄

打下了坚实的人物画造型基础。在美

术出版社工作后，插图、连环画等美

术工作极大地锻炼了杜滋龄的实践能

力。为了响应国家的文艺政策，这一时

【奔腾在草原上】   
杜滋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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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全国很多著名人物画家都创作过新

年画、连环画等通俗美术作品，由于

他们的加入，这方面的艺术创作水平

和数量也是空前的。杜滋龄就是在上

述这样的文艺环境中默默地提升着自

己的艺术修养与基本功的，而他在这

一时期基本的学画思路还是以写实主

义为主的。

杜滋龄于1961年有幸拜叶浅予

为师——叶浅予是徐悲鸿学派的重要

传人。他1946年任教于北平艺专，50

年代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和中国

画系主任。徐悲鸿1948年曾经专门撰

文介绍他的人物画：“此种能力实为

造型艺术之原子能！……作风之爽利

亦为表现人之重要功能，浅予笔法轻

快，动中 ，此乃积千万幅精密观察忠

诚摹写之结果！……中国此时倘有十

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之大时代来

临了！”在教学上叶浅予继承了徐悲鸿

的写实教育体系，但是同时又有所区

别。由于徐悲鸿英年早逝，当时的徐

悲鸿教学体系实际是由叶浅予具体执

行和维持的。叶浅予有较深的传统基

础，他对引入苏式素描教学体系的弊

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坚持将传统

线描引入国画教学。叶浅予最富盛名

的中国画作品是各种舞蹈人物，他善

于捕捉有运动趋向的瞬间情态，用色

鲜艳、单纯，笔线生动简练，吸取了敦

煌壁画风格和传统线描特点，将中国

画的用线特色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在

【山西小煤矿】   
��c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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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滋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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