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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文化局局长朱树喜

太平盛世修志是一个历史惯例。近十年

来，由成都市文化局主持编辑出版的一系列

成都文化艺术志，反映了20世纪和21世纪

初叶成都文化艺术的繁荣面貌和西部文化中

心城市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成都美术志》是

这个系列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文明史的文化

城市，历代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其中美术方

面尤为突出。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

全国最早的宫廷画院——翰林图画院就出现

在成都。近百年来，成都美术发展迅速，高

潮迭起，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艺术家和优秀

艺术作品。Ⅸ成都美术志》作为国内第一部现

代地方美术志，比较全面、客观地记录了这

一时期的发展脉络和基本概貌，是一本关于

成都现代、当代美术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

该书的出版，对进一步推动成都美术事业发

展，提高成都美术历史文化地位，加强成都

城市文化建设，提升成都作为西南中心城市

的形象，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前，正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

谐成都的历史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尤为重

要的是利用优秀的文化艺术提升人的素质、

塑造美好心灵。我相信，以这种热忱和毅力

积极地多做一些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

的。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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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记述鸦片战争以来月

的人物、团体机构和活动，上起l：

年。其中发生在1999年的创作活i

作篇”，只记入了“大事辑要”。

二，本志所及的成都地区，侈

政辖区(十二区县)为限，对在JH=

市、区县各级与美术有关的人物、I

作记述。

三，本志采用规范的语文体，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创

准，标点符号以1990年国家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

法》为准。

四，本志采用历史纪年和公元

成立以前用历史纪年，后面注明公

共和国成立以后只用公元纪年。

五，本志所记地名、政权、官：

事年代的历史称谓为准。古今地名

名。

六，本志材料以年代为序排列

先后为序，生年不详的，按其活动】

位置。其他事件均以开始年代为序

七，本志为国家整理非物质文

公益性资料汇编。其中的图片多系

图片的作者和提供者概未随图署名

八。本志未设“对外交流”专：

x,-l夕b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以及艺术家

览和学术交流记载于“大事辑要”．



(一)

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自古以来一直

是蜀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这里气候温和，土

地潮湿，物产丰富。人民生活比较安宁．素有

崇尚风雅、喜好艺术的传统，各个历史m'j-期的
艺术活动都比较活跃，美术因此具有深厚的本

土文脉和地方文化风貌。

由三星堆蜀文化遗址发掘的成批青铜雕像

群和由金沙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表明，早在三

千多年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独立的大宗人物

雕塑群，当时蜀地有较大的青铜冶炼制作规模

和较精致的雕塑技艺水平。三星堆青铜雕塑群

形式十分独特精美，它们充分反映出古代蜀国

的文明和蜀文化早期美术现象。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诸国以后，随着

。秦民万家人蜀”，中原文化大量传播到成都平

原。当mJ-蜀守李冰整治都江堰水利工程，。于是

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1P，成都平原经济发

展，获。天府”赞誉。成都成为中国西南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汉代。成都已是全

国五大城市之一。这一时期出现了蜀文化融汇

于中原3℃4．t后的第一个文化高潮。美术方面表

现突出的是与当ml-丧葬习俗有关的雕塑、雕刻

活动。主要有画像砖、画像石，石棺画像和陶

俑，墓阙、碑刻。其中画像砖、画像石、石棺

画像造型生动活泼，题材丰富多彩，以轻松，流

畅、精致的审美情趣表现出鲜明的西蜀传统，在

两汉美术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同ml"，大量的

摩崖碑刻、纪年砖铭文成为汉代尤其是东汉re'j-

期书法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mJ-期，佛教盛

行，“成都佛事之盛，在南方仅次于建康和荆州，
而建寺造像活动也开始兴旺起来”(劲。据成都西

门#1-万佛寺‘3'遗址出土记录，寺中南朝梁代石

刻造像较多，不仅有全国同时期历史记载中最

早的造像，而且造型形式上的细腻秀美和丰满，

被史学家评述为南朝梁代佛像艺术典型。唐代，

佛道文化风继续流行。成都多名刹大观，其中

的壁画和石刻造像瑰玮神妙．不可缕数，最著

名的是大慈寺寺院壁画。“总九十六院，按阁，

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
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
零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

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

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八十五¨)，除此之

#1-还有大量的非宗教性题材，如花鸟画、山水

画，以及唐僖宗及随驾文武臣僚的写真像等人

物写真画。成都的美术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独立于宗教(佛教)，丧葬(墓陵)动机的创作

活动。唐大慈寺寺院壁画大都是因“安史之乱”

和。黄巢起义。随唐玄宗、唐僖宗避乱人蜀的

全国画坛高手和蜀中本地名笔所绘，因免于“会

昌”灭佛之难(”。历经五代、宋、元，明几个朝

代(宋代以后虽遭毁坏，也有部分遗留)。保存

mJ-间长，对于后代尤其是宋代影响较大。宋人
李之纯撰《大圣慈寺画记》称：。举天下之言唐

画，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

寺之盛。”Jl|二#l-，现今邛崃石笋山，盘陀寺还保

留部分唐ml-期摩崖造像，其精美的造型表现出

当时雕刻塑造能力和佛文化的活跃。五代前蜀、

后蜀时期，中原长时期战乱，蜀地相对安定，经

济文化得以发展，艺术也空前活跃。前蜀开国

国主王建陵墓的地宫雕饰，包括墓室中红砂石

雕塑的王建写真坐像、棺床周围的神将造像和

一组伎乐浮雕24身等。足以代表五代十国时期

诸王陵墓室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后蜀后主孟

昶崇尚文艺，酷爱绘事，特办翰林图画院，史

(1)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202页。

(2)李已生《四川石窟雕塑艺术》：《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3)万佛寺相传建于东汉延熹(156-160年)年间，亦说建于南北朝时期。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又名再兴寺·唐至北宋名净众寺，一称竹林寺-

南宋至明初名净因寺。清同治年改名万福寺I清顺治三年(1646年)寺全毁，康熙初重建，改名万佛寺。民国36年(1947年)改建为成

都理工学院．清光绪八年(1882年)首次有出土纪录．

(4)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李文纯著《大圣慈寺画记》时任成都府尹，画记中关于壁画的数量记录是他当时令僧官会同大慈寺众僧逐一

清数统计出来的。

(5)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禁止佛教，拆毁全国各地寺院。投收寺院良田，令僧尼26万余人还俗．收奴婢15万人。并为税户。

寺为唐玄宗西幸敕赐修建的，并有玄宗亲笔题字。大圣慈寺。，免于拆毁。



称。西蜀画院”。它开启官府画院体制，进一步

发展了皇家宫廷礼遇厚待画笔名人的传统风气。

由此，蜀地绘事更加兴盛，和江南南唐相对成

为当时全国两个绘画繁荣地之一。有史家评述

当时盛况道：“蜀道辟远，而画手独多於四方(m。”

五代的西蜀绘画延续发展到北宋。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工笔花鸟画家黄筌曾掌管西蜀画院事

务。其工笔重彩花鸟画在西蜀盛行一时。与江

南徐熙以“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并称。徐黄

异体”，形成五代和北宋初年花鸟画的两大流

派，黄筌及其-7=黄居案继而成为北宋初院体派

代表人物。人物画家石恪生性狂放，多以历史，

社会风尚、士林，蛮夷、佛道、鬼神，星卜为

题材，笔墨纵放，造型奇崛，开宋代大写意人

物画先声。宋代，成都史学较活跃，绘画史、绘

画理论研究也得以发展。北宋江夏人黄休复久

居成都，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地区性断代画史《益

州名画录》。该书收录自李唐乾元初(758年)到

北宋乾德年(968年)成都著名画家58人，介

绍所录画家小传以及绘画活动。《益州名画录》

从理论方面明确提出“四品界说”，在历代鉴赏

家的评品标准“神”．“妙”，“能”基础上提出

。逸”的重要性，强调“四品”中以。逸”为先。

书中所载58名画家全部根据四品标准排列四

格，唐末随唐僖宗人蜀后一直居住在成都的会

稽山人，山水画家孙位襟抱超然，唯一人列为

逸格。自《益州名画录》以后，“逸品”一直被

画坛推为传统文人画的上乘标准。南宋双流人

邓椿“自少归蜀，见故家名胜避难于蜀者十五

六。古轴旧图，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

尤绝异之品”，。于是稽之方册，益以见闻”撰

写《画继》(n，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成书年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起至南宋乾道三年

(1167年)止。记载评述了全国画家219名。宋

代蜀中绘画以北宋画家文同最为显著，梓州永

泰人文同曾任邛州知州，号锦江道人，人称石

室先生，常常来往于西蜀寺观壁画之间。时时

也作枯木怪石、竹子于蜀地寺观壁上。他对竹

子颇有兴趣，观察研究益精，。四方之人持缣素”

求其墨竹画，。好事者皆知贵之峭)。元、明、清

以来，由于战争的破坏，成都平原经济衰退．绘

(6)宋·邓椿‘画继，118页．人民美术出版杜1983年版．

(7)宋。邓椿t画继'序，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8)明-曹学俭l蜀中广记l卷一百八．‘画苑记第四'．

画活动逐渐萧条。但佛教活动和丧葬活动还在

的继续，仍有不同规模的寺观石刻造像、壁画

和碑刻。现新津县观音寺、新都区宝光寺、x-g

崃县盘陀寺和新繁镇龙藏寺保留了部分明代、

清代的壁画，可从中略知当时面貌。其中观音

寺毗卢殿壁画最精美，而且保存较好，制作技

术和绘画表现手法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此外，新

都区宝光寺、新津县观音寺的罗汉像和武侯祠

三国人物塑像近于世俗真实性与个性化，造型

生动颇具特色，代表元，明、清以后成都地区

寺观造像艺术。

(二)

清代，政府谕令四川。滋生人口”，向已经

荒败到千里无人烟的四川盆地大规模移民，并实

行系列休养生息措施，至晚清成都平原经济逐渐

复苏。随着人口增多逐渐兴起的近、现代四川盆

地文化带有新生的有包容性的移民文化色彩。

19世纪末至20世纪．成都平原逐步从传统

农业结构转变为现代化商业经济结构，其间经历

了维新改良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救亡运动、

国内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设等

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和各种现代新文化思潮。在

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及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开

放地与外地，外国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也不断

地发生各种各样的深刻变化。作为文化艺术领域

中的“美术”，在这一时期表现十分敏感，十分活

跃，以一种推陈出新．改革创造新兴美术的革新

姿态不断地变化着相关的形式与内容，甚至关于

“美术”自身的传统观念。成都地区美术界因此涌

现出—批对现代新文化运动作出卓越贡献的画家、

雕塑家、书法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新美术作品。

晚清，四川学政张之洞整顿锦江书院，设立

尊经书院，蜀地文风变化，科举进士增加，名士

学者们获得越来越多追求功名仕途，游历全国各

地的机会和条件，出川求学热潮日益高涨。一直

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外出游学、留学都

是成都青年人的第一要务。这时候，一批又一批



立手工图画专修科，开始尝试采取与传统师徒

私授不同的方法，即西方学校教育方法教授美

术。民国时期，成都有4所高等院校先后开办了

艺术专修科，并先后创立了12所各种私立、公

立艺术专科学校。这些学校一般都受到军界，政

界、商界开明人士的资助，教师大部分为曾经

留学日本、法国，比利时和从上海、南京艺术

专门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教学的主要内容是素

描、色彩等西洋画法、国画技巧和音乐等。当

时艺术专门学校和院校艺术专业系科等学校校

园成为成都美术创作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据不

完全统计，从民国8年(1919年)至民国26年

(1936年)，成都举办了各种有影响的美术展览

活动40多次，其中成都师范大学艺术专修科，

四川美术专门学校，四川女子美术学校，华西

协合大学美术系、成都艺术专门学校、东方美

术专门学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织的展览占了

2／3，这些展览会或以西洋画创作为主，或中西

画种作品合并陈列，共同交流。从民国10年

(1921年)至民国24年(1935年)，成都相继成

立了10个书画艺术民间社团，社团的发起人和

主要成员大部分都是艺术学校的教授和青年学

生。民国初年，创办艺术学校、艺术社团，走

出达官贵人的小茶座和文人雅士的书斋楼阁，

到公共社区举办绘画作品展览会，成为新美术

运动时尚。新美术运动积极倡导美术作品表现

现实的人物景物、健康的生活审美情调，以美

术、美育启蒙社会。各美专学校和各院校艺术

系的师生写生团、写生队活动，学校教授们的

作品展览常常轰动一时，成为新闻界，文化界

舆论焦点。国画家吴一峰、西画家李伯勤遍游

蜀中名胜，他们的旅游写生展和现实主义的创

作活动曾经扬名成都画坛。

民国2年(1913年)，四川军政府修建“辛

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特聘吴之英、颜楷、张

夔阶、赵熙等四位社会名士为碑身东、西、南、

北四方题字。四人所题字全为碑体。朴茂雄浑，

神采动人，不仅表现出了四川人的辛亥革命革

命精神，也反映了晚清至民国初年蜀地书坛的

碑学热潮。民国15年(1926年)，蜀中学者刘

咸戈斤根据自己在学校的教学经验撰写书学著作

《弄翰余沈》，该书批评阮元、康有为等碑学理

论的偏激处，主张碑帖合一，篆、隶、真并用。

这种积极接受新艺术思潮，同时又希望兼收并

蓄，不放弃传统，融合不同表现手法、不同创

作原则的状态，典型代表当时四川书法形势，也

从一个方面表现出成都在新文化潮流中，于创

新与传统文化之间所采取的中庸的平和的宽容

态度。这个时期，一些文人学者喜好金石文化，

甚至自己动手治印，成都印坛开始活跃起来。关

于金石文化，治印与书法创作一样，大都倡导

承袭秦汉传统的同时兼收并蓄各种流派风格。

民国27年(1938年)，民国政府因为抗日

战争迁移重庆，全国大部分高等院校和文化单

位也随之避战乱到西南。20世纪30年代末至40

年代，全国一批著名艺术家南下居住重庆，成

都、昆明、桂林等地，成都的美术活动这时直

接受到南下著名艺术家活动的影响，或者说40

年代成都美术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外地艺术家

的入川活动。这一时期，成都的美术展览会特

别多，书法也开始以独立于绘画的形式举办展

览。民国31年(1942年)至民国35年(1946

年)五年间被称之为“展览年”，各种各样的美

术展览约200多次，其中大部分有影响的展览

都是外地入川艺术家组织举办的，如徐悲鸿个

人画展，关良个人画展，梁鼎铭，梁右铭、梁

中铭七七抗战画展，常书鸿，吕斯百、吴作人、

秦宣夫四人联合画展，中华抗战协会木刻画展，

黄君璧、郎静山绘画摄影展，沈逸千等中国战

地美术写生队战地写生画展，张大干I临摹敦煌
画展，关山月、赵望云赴西北旅行及临摹敦煌

画展，张光宇、张正宇“西游漫记”漫画展，廖

冰兄。猫国春秋”画展等。当时四川教育厅创

建了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该校校长李有行

和几位创始人都是先后离开重庆到成都的国立

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当时创办了较有影响的艺

术刊物《<新艺》月刊，该刊一半以上的特约撰

述作者均为抗战入川的艺术家及学者。当时在

全市市区内塑造了10座室外人物纪念雕像，包

括孙中山先生塑像和抗日无名英雄像，川军抗

日将领纪念像，其中8座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

授刘开渠到成都后设计塑造的，这些都为西方

写实风格的青铜塑像，对后来下半世纪成都市

城市雕塑建设影响甚大。民国30年(1941年)，

为了加强本地书画家的团结和与外地入川艺术
家的联系，民国省政府改组蓉社、蜀艺社、成

都美协，合并成立四川美术协会，四川美术协

会所在会址祠堂街成为了这一时期书画艺术交

流活动的主要场所。国画家张大千，书法家谢

无量分别于民国27年(1938年)和民国31



(1942年)入川定居成都，1949年和1956年离

蓉。这两位早年在外地活动的川籍艺术家，在

成都定居的时期较长，与成都美术界交往甚多，

其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对成都的影响也较大。

抗日战争南征北战的战火促成南北各界名

家聚集成都，这一场南北文化交流对于成都本

土首先带来的是抗日爱国民族运动高涨和现实

主义艺术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民国初年新美术

教育所倡导的走向现实生活写生写实的风潮，

在这时更加深化为抗日救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

题创作。活跃在这个潮流风口浪尖上的是民国

36年(1937年)底成立的四川漫画社。这个社

团由一批青年艺术家组成，他们在物质困乏、材

料短缺的艰苦条件下，以当时战争形势和后方

的社会现象为题材，创作了大量以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揭露后方政府腐败为主题的漫画作品、

版画作品，也创作了一批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

油画作品。版画家张漾兮、漫画家谢趣f--I=是这

个艺术家群体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两位毕业于

艺术学校西洋画专业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风格

独具特色，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从西方引进的新

艺术语言与本土的融合。这一时期，西北、西

南边疆旅游写生风潮盛起，发现和研究边陲风

情，发掘和保护敦煌壁画资源成为艺术家们所

发起的爱国民族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当年国画

家张大干赴敦煌I临摹壁画，四川省立艺专校长

李有行鼓励动员他的学生前往西北，参加常书

鸿组织的敦煌研究所工作，都成为了现代敦煌

文化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批北方

木刻艺术家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入川，这些

人在50～70年代期间一直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四

川分会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创作人员。他们带

来了北方地区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民艺

术精神和解放区的木刻艺术，他们和四川省文

化局美术工作室共同协作，始终坚持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组织全省美

术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

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这一时期，艺术家们以

“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创作方向，

普遍学习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仓,J4-'g手法，

作品题材内容主要是描写阶级斗争，生产斗争、

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人物、事物和祖国

-l-J：丽的大好河山．表现形式以广大群众通俗易

懂、喜闻乐见为标准。主题思想都具有社会主

义革命教育意义。

1950年以后至70年代，版画、连环画、年

画、宣传画等这些带有大众化倾向的画种和现

代雕塑在成都较活跃。同时，学院美术教育培

养了一批优秀的人物画家，他们在版画，连环

画、年画、宣传画的创作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现代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画、人物塑像在

这一时期非常活跃。在伞国大统一的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旗帜下，成都版画家的创作仍然表现

出了与外地不一样的本土风貌，他们善于吸取

传统国画语言和本地日常风情，在所表达的社

会主题内容中带了较多细致的抒情和世俗化的

轻松愉快，代表人物有丰中铁，苗波、阎风、李

野，王明月，刘石父、王伟，曾国涅，杜琦、袁

吉中、彦冰、蒋宜勋等。成都的年画活动主要

是对四川绵竹年画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在学习借

鉴传统基础上创作新年画。艺术理论家史维安

对绵竹年画的理论研究取得一定成果。80年代，

9大元帅图《敬爱的元J)rlJ》(樊怀章、曾廷仲，邬

华敏、李增吉、何多俊、雷文彬、朱嘉铭，刘

云生创作)畅销全国，曾经分别在全国第六届

美术展览会和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上获金奖和一

等奖。这套直接借鉴绵竹年画门画形式的组画，

创下50年代以来全国年画发行量最高纪录，表

现出30多年来成都新年画艺术活动的成就。

60年代，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千万不要

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

馆加强了宣传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罪行的社

会主义教育活动。1964年9月，陈列馆提出将

“收租院”现场展览陈列的大小斗秤，风谷机等

实物撤换，改为一组泥塑，再现当年农民交租

的情况。同时组织成立“收租院”仓,J41E，I,组，进

行相关调查工作和泥塑设计工作。1965年6月，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应四

川省文化局邀请到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与

原创作组合作重新组建“收租院”泥塑创作组。

继续泥塑设计创作。同年10月，泥塑创作组在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收租院现场内，集体创

作完成总长96米、由l14尊人物组成的泥塑群

雕。群雕采用情节叙述方式，以民国时期农民

交租、地主收租的事件为主要线条，表现农民

“被迫交租”，地主。验租盘剥”、。算账逼租”，

农民。走向斗争”的过程。《收租院》泥塑群雕

在全国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成都

市、四川省和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先后刊载了有



关评论报道文章、作品照片约200篇，舆论界评

论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一光辉胜利叫”。

国画是成都美术界最大的一个画种，作者

多，作品多，观众多。50年代以后，画家的主

要代表有冯灌父，姚石倩、周抡园，吴一峰、刘
既明、施孝长，伍瘦梅、陈-y-庄，赵蕴玉，朱

佩君，陈仲年．周子奇等。四川省政府和成都

市政府从50年代开始就通过四川省文化局美工

室、四川省文史馆、成都美术社把分散在社会

各界的国画家组织起来开展创作活动，国画家

们和其他画种的艺术家一样，一直都在认真按

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对国画形式不断进行推陈出新的创造。其中陈

子庄的国画创作突破传统规矩。用笔和构图都

十分自由，颇具创造性，以鲜活新颖的语言形

式和亲切生动，可居可游的意境，从国画创作

75-面进一步发展了现代绘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艺术家

被指责为。反动学术权威”，。黑画家”，遭受到

批判。与此同时，塑造描写工农兵参加阶级斗

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

形象、革命领袖形象和一些革命造反派形象的

政治主题画十分流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雕塑。

《收租院》泥塑群雕作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的典

型得到更大规模的宣传，从1965年到t974年十

年内，各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收租院》泥

塑群雕不断地复制，修改，展览，复制品还送

到加拿大，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家巡

回展出。从1968年开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

成都军区司令部、四川大学红卫兵组织、郫县

革命委员会分别在人民南路广场，成都军区广

场、四川大学校园，郫县红光镇四个当时成都

较有影响的公共场所内，先后塑造了四座毛泽

东主席塑像，造型均为站立挥手向前方，四座

塑像完整保存至今。1973年，“四川省美术摄影

展览办公室”，“四川省美术组”成立，重庆一

批著名版画家李少言、李焕民、吕林．吴凡，宋

克君、其加达娃、阿鸽等随着中国美术家协会

四川分会工作地址的迁移先后定居成都，他们

带来许多有影响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黑白木

刻作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

(9)《人民日报》1966年1月ll Et．关于报道《收租院》泥塑的新华

社通讯员文章．标题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又一光辉胜利》。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

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

实际相联系”的思想，批评了文艺战线上的左

倾政策。1979年至1984年期间，四川美术学院

和成都画院油画组的青年油画家创作了一批油

画作品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在全国掀起一场后

来被评论界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乡土特征

的新现实主义运动”。这些画反省。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把红卫兵、农民、知青这些普通人

物放进原来表现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画面上，

大胆抒发个人对历史，政治时势的感想和人性
的人道主义情怀，甚至在表现技术手法Jr_不使

用当时全国统一倡导的前苏联式的苏派油画语

言，直接借鉴西方的语言形式。其中成都地区

的主要代表作有程丛林的《一九六八年×年x

日-雪》《夏夜》，王亥的《春》，高小华的《为

4-1-么》《我爱油田》，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

《青春》，王川的《再见吧，小路))，周春芽的《藏

族新一代》<<剪羊毛》。汪建伟的《亲爱的妈妈》

等。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逐渐成为油

画艺术较活跃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中国社会全

面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成
都的美术社团、美术教育和美术展览活动随之

发展迅速。从1980年到1999年20年间，四川

省政府，成都市政府先后组建了成都画院、四
川省诗书画院、成都雕塑绘画院、四川省雕塑

艺术院，同时相继成立了60多个美术社会团体。

全市10多所高等院校普遍设置了美术系科和关

于美术专业的艺术学院，各种社会力量，民间

组织开办的相关艺术学校有100多所。成都市

区各艺术展览馆、展览厅平均每年举办各种美

术展览30次左右，其中1996年，1997年每年

的艺术展览活动有60多次。在越来越活跃的艺

术展览活动中，专业艺术馆展览的多元化体制

建设也开始发展，90年代相继建立的艺术馆有

四川美术馆、成都美术厅、成都艺术中心、成

都画院美术馆、四川省诗书画院陈列馆，还有

由豪斯物业集团组建的上河美术馆，加州集团

国际会展中心组建的成都现代艺术馆等。其中，

上河美术馆和成都现代艺术馆以企业投资的民

间艺术馆展览体制闻名全国。这两个艺术馆举
办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当代艺术展览活动。

这一时期，一大批艺术家的作品在全国重

要的美术展览会上获奖，一大批艺术家出川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国参加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和艺术交流活动。

与此同时一大批国内外艺术家、批评家和学者

来到成都举办展览、开办讲座。继20世纪初以

来，成都又一次出现出蜀入蜀走进来也走出去

的开放局面。与百年前成都努力学习传播外来

文化新思潮相比较，世纪末的开放更注重本土

文化与外地文化的互动交流，强调发展本土文

化的风格特征。

成都一直为四川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活动

的中心，80年代、90年代曾出现空前书法热潮，

书法家中热衷于金石治印的人也较以前增多。

1995年，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工作报告指出，我

省书法已形成鲜明的地域特征：格调雅，性情

灵，表现精，取法综合。这个结论概括了刘孟

伉、徐无闻、周菊吾、曾默躬等老一辈艺术家

的书法、篆刻艺术的创作，也总结出何应辉、刘

云泉、张景岳、谢季筠等一批中青年艺术家的

创作特色。油画家何多苓，程丛林，周舂芽、张

晓刚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先后在德国、美国访

问学习，这一期间，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

国传统文化，在油画布上吸取了许多民族表现

语言，有自觉意识地创造中国风格的油画作品。

1997年英国Coutt’s国际当代艺术基金会向张

晓刚颁发当代亚洲艺术新人奖，以表彰他的

《血缘·大家庭))系列对国际当代艺术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0到1999年成都油画家先

后应邀到世界各国参加各种当代艺术展约40人

次以上，这些对外艺术交流活动使成都当代艺

术潮流更加活跃。培养出了一大批热爱当代艺

术的青年艺术家。1979年到1997年，成都国画

界先后有近40件优秀作品在全国重要的美术展

览会上获大奖，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

秀作品奖、佳作奖。1994年，成都92位国画家

的17l幅作品在成都美术厅、北京中国美术馆，

香港展览中心、荣宝斋有限公司展出。这个展

览活动鲜明提出。成都画派”的口号。1999年

10月，成都5位水墨画家李华生，王川、戴光

郁，彭先诚，姚思敏等人应邀提名参加了在重

庆举办的。互动时代”——长江中上游地区七

省一市中国画邀请展。该展览突出了与中原地

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审

美要求，把地方区域文化的课题提到学术研究

的日程上。1999年12月，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组织。天府百人中国画、油画世纪展”，该展览

展出成都地区100名中国画家和油画家的100幅

作品，其中20名为已故四川著名中国画家。这

次集中展示一个世纪以来成都地区中国画、油

画的创作成果，对推动地方美术文化发展产生

了较大的影11向。同时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世

纪之门))——现代艺术邀请展”，邀请全国200

余名优秀艺术家的1200件国画、油画、雕塑、

装置、书法作品来蓉展出，搭建了更宽阔的艺

术展览交流平台，显示出成都多渠道对外开放

的实力。

80年代初，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热潮，公

共空间、公共社区的室#t-雕塑创作十分活跃，室

外雕塑在这时也称为。城市雕塑”、。公共环境

艺术”。1983年成都市人民政府组建成立“成都

市城市雕塑规划组”，80年代至90年代初，成

都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每年拨出20万元人民

币作为城市雕塑工程实施专款，由城雕规划组

组织领导。从1983年到1998年，成都地区共塑

造了140多座城市雕塑，在塑造$,1N-N创作风

格、制作技术等诸方面都呈现多元化面貌。其

中任义伯-N：计的《建设者》和朱成设计的((智

慧之光》分别获1987年和1994年全国城市雕塑

优秀奖。相x,J室外城市雕塑、室内架上雕塑创

作的探索性．实验'NE更强。从1979年到1999年

20年内，先后有8人创作的10多件架上雕塑作

品分别在全国各种大型美术展览上获二等奖、

三等奖、铜奖和优秀作品奖。其中朱成创作的

《千钧一箭》荣获全国第一届体育美展特等奖。

1998年1 1月，成都市城市建设管理委员会邀请

全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和成都中青年雕塑艺术家，

在上河美术馆举办了。21世纪城市小区环境与

公共艺术”学术研讨会，这个由城市建设政府

管理部门和雕塑艺术家联合召开的公共艺术研

讨会，涉及到雕塑艺术在公共环境、公共空间

发展的问题，以及新时期城市公共艺术建设的

发展趋势。

1995年以后，一些青年艺术家开始在成都

公共社区进行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

等新艺术活动，／4,1996年到1999年内，戴光

郁、罗子丹、余极、刘成英、尹晓峰、周斌、曾

循，朱罡、张华等人先后在市区各大街小巷、各

酒吧、各广场展示了70多件不同类型的新媒体

艺术和行为艺术作品，这些带有鲜明的后现代

艺术思想的观念艺术作品进一步拓展了成都美

术界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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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创作

第一节绘画

国画

(一)
据成都人薛志潭所撰“益州书画录》记载，明束

清初至民国34年(1945年)，川籍和外籍在川居住留有
笔墨的已故书画艺术家有1049人。晚清后，成都平

原经济复苏，文化也开始不断发展。尚风雅喜好绘事

的人越来越多，四川画坛日益活跃，作为四川省文化
中心成都地区的绘画活动也从19世纪来逐渐繁荣。

晚清．蜀中画家大都崇尚古意，以临摹宋．无、

明代大家真迹，直追高古神韵为上乘。他们或擅山水，

或擅花鸟，或专长于绘画仕女。山水画家中称著一时

的有谭铭及其师从弟子王少怀、侯兆熊、李张等。四
川都督戴三锡收藏大量古代名画，谭馅曾被召置于其

门下观览，并对所收藏的来元真迹进行精意勾勒临

摹。故谭铭皴写山水多采元风格。笔力苍劲，神高韵

远，为时人所重．“非百盒不能得一幅1”。现民I司藏有

其山水画作品，被视为珍宝。与谭氏同时代的山水嘶

家有胡世荣，祖籍安徽，宦游人蜀，家族世代善书画。

胡世荣继承家学，作画用笔灵敏，清逸自得。胡世荣

及其儿子和师从弟子胡雪渔，胡石渡．谢廷骐、谭焕

廷、朱光煦等人，画风都疏落澹远，与谭馅高古凝重
一派相比较有。胡派山水”之称。当时善长山水画的

画家还有汪洛、稼生、李翰、王恩浩、王恩隆，刘芳

藻，陆九皋，何维朴，赵鹤琴，张锐．张投珏和碧眼

和尚等。

花鸟画家中，颇著名声的有叶祖承．陈文锦、洪

锡保，朱光烈、李汝南．钱岱雨和刘锡玲等。叶祖承．
陈文锦，洪锡保．朱光烈都师法明代自阳山人陈道复，

用笔更加纤细秀润，所创作的淡墨浅色花卉画“一时

名重蜀都”“。李汝南、钱岱雨喜用草书写兰竹、墨菊．

紫藤，以擅长大写意花卉著称。李汝南在京都期间，
所作书画作品扬名_：母内，高丽贡使在京特请求李氏作
革书墨兰，回国后将其画献给率国国王与丞相。聋道
人刘锡玲擅长指头画，他用指头涂抹的花鸟画，不求

厚重．以轻盈的没骨水墨取胜。此外．傅世炜，王润

(1 J薛志泽《益州书殛录》，15页．民国34年(1945年)成都橐札堂刻车．

(2)薛志泽《益州书画录》．13面．民国34年n945年减都豢礼堂刻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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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疳《马》8化m*43cm清 陈士锦t花卉笨幅*
洲娼气纛慧怒嗡

两位画家的画风也有独到之处，傅世炜采用没

骨法绘花卉，意境飘逸恬漩，颇具道释逸气。王

润喜好绘画山石花果，刚笔明快简洁。当时善

画花岛画的还有李吉寿、孙清士，袁佩芳，张

笏、你明．叶犬起、许椿龄、甯样元、王豫等。

此外端秀写真画马也闻名一时。

晚清蜀中人物画家不多，著名的有避难出

家的和尚竹禅，一生十分喜爱画竹．同时画了

许多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人物画。曾依据《弥

陀经》绘十7i罗汉像。笔意道劲，造型殊奇，风

格特别。现新都宝光寺说法堂左右壁分别挂有

竹禅作的两幅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的作品

《捧沙献佛图》。其他人物画家还有胡筠．冯会
Ⅸ经20．7crr-清 和人称“范美人”的仕女画家范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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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国初年，扶植弘扬国粹艺术成为当时富国

强民的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民族传

统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在这时以国画统一

称谓。国画家们走出书斋小庭园，积极参加新
美术运动，他们举办展览，组织社团，开展学

校教育活动，有的甚至主动接触正在学校教育

中倡导的西洋画。

民国8年(1919年)3月16日，四川首次美术

展览会——。古美术展览会”在成都商品陈列

馆开幕，该展览明确宣称：以“保存国粹，唤起一

般人之爱国心”为目的(”。展览会所陈列均为私

人收藏历代名人书画、碑刻，古代青铜器、瓷

器，金银制品和一些古代书籍等等，琳琅满目，

令前来采访的记者连连感叹。美不胜记”。以后

民国政府在少城公园开办通俗教育馆，这个教育
馆经常举办古物艺术展览和各种金石书画展。

民国22年(1933年)，书画界与收藏界诸名流方

旭、向楚、刘咸荣、尹仲锡，公孙长子、梁叔

子，冯建吴等40多人为更加增进国粹艺术研究，

联合成立书画团体。蓉社”，该会举办。古今书

画展”，经常开展会员收藏品和创作作品的交流

活动，成为民国时期成都书画界弘扬民族传统

文化的一个主要社会团体。民国23年(1934年)

12月7日，上海香祖书画社全国书画展览会来蓉

举办展览，少城公园通俗教育馆7间陈列室展出

海内诸名家书画作品2000多件。展览会共举办
三天，成都市民每天有3000多人前往通俗教育

馆参观这次省外书画家大型艺术展览，并争先

购买展览会上的书画作品，通俗教育馆因此熙

熙攘攘，盛况空前。

那一时期，在成都各艺术学校和院校艺术

专业系科经常举办的师生作品展中都有相当数

量的国画作品。学校美术教师中兼善中西画理

的人较多，学校美术展览常常把中国传统绘画

与从国外西方引进来的油画，水彩画、铅笔画

各类画种并列联合展出。当时，学校图画科、绘

画科都设有。中国画”，“西洋画”专业，和从

西方引进的“西洋画”所区别的中国传统民族

绘画。国画”的概念在学校美术教育中十分流

行。

20世纪20～30年代期间，在各美术专门学

校和院校艺术专业任教的教授中涌现出一批倡

导改革国粹艺术的画家，这些人曾留学国外和

到上海学习美术，接受了许多西方绘画观念，注

重户外写生活动，强调关注现实生活，追求创新

活动。他们经常利用艺术展览会、报刊载文、集

社活动、演讲活动等呼吁新国画。其中较活跃

的有张衡之、林君墨，张采芹、蒲宣三、屠允

瑜、施孝长、罗文谟，吴一峰、刘既明等。林

君墨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油画，回国后进一步研究

国画，主张东西方艺术绘画风格交融。民国loaf

(1921年)，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美术学会”成立

之日，林君墨发表讲演，说：。美术是创造的不是
摹仿的，创造简直是革命，并且是发展个性的，

所以以前再好的都不可摹仿。因为摹仿近于偷
窃。直言之，若是模仿则此作品是他人做的，绝

不是自己做的。”’张采芹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曾受到潘天寿的指导，艺术创作力主独具个

性，时人评其作品“宗吴潘而不拘泥于吴潘”，民

国16年(1927年)10月，他举办个人画展时，在，1=

《国民公报》上发表个人宣言一提倡平民41二Z：
术，希望观者正确批评。他在宣言中说“艺术

不是少数人独占的事业，是人类应共同努力的

东西，是平民的不是贵族的，是一般民众视为

如米菽如布帛的必需品，不是少数资产阶级作

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们所要的艺术，是民

众化的艺术，我们所要的民众，是艺术化的民众，

所以此次个人举行国画展览会的目的，便是第

一为提倡艺术而作宣传”。。使中华开遍艺术之

花，使一般人感到，人间受苦的人们得到一个无

穷的安慰”(卯。张采芹在以后的创作中一直注意

借鉴西方绘画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并吸取本

土平民大众化审美情趣，画风趋于平实化、世

俗普通化。民国21年，浙江XF湖人吴一峰随应

聘四川美术专I'-J学校教授的黄宾虹人川，因酷爱

蜀中山水，定居成都。他反x,l-于古物故纸间讨

图画的旧习，自号。大走客”，徒步旅游西南各

名山大川，游历中沿途举办写生画稿和摄影作品

展览，其画作多注重写生自然景观，构图造景

新颖生动。笔墨也处处见活力。当时，吴一峰

游历蜀中名胜写生画展在成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3) 《国民公报》，民国8年(1919年)3月17日，第5版记者报道文章：《古美术展览会记》．

(4)《国民公报》。民国lO年(1921年)12月15日，第5版记者报道文章：《纪高师美术学会》．

(5) 《国民公报》．民国16年(1927年)10月16日．第6版记者报道文章：《国哂展览会之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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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画坛同仁们的热烈赞扬．“』}1中有名扣画家，莫不赞

服其作品m“。民国26年(1937年)，吴‘峰到上海举办“吴

一峰蜀游画展。。作品表现内容均为四川地方题材，其中

包括四川各名胜古迹．四川山水和风士人情，该展览成为

第一个较全面地介绍四川本土文化的绘画展览．海j二名家

郑午昌、刘海粟，张夫千，张善子、黄镍啦，谢公展等为

之题跋，郏午昌还为画展作序。上海中豳域会主编出板

《吴一峰蜀游画集》。此外。由四川美专聘请来蓉教授的上

海国画家屠允瑜。“思想新颖，笔法超逸”．所创作的《危乎

蜀道天堑之险》《水禽》等一些作品“脱尽枭臼，别开生商，

打破师承的传统习惯，纯以发挥自由之情绪为目标⋯”，一

时誉为国画创新之楷模。

抗日战争时期，垒国蜮坛名家大批人川，有的定腾成

都。刚受到新美术教育影响的成都国画在这‘时期容纳了

许多外地画家，接受r许多的新艺术思潮，画坛十分热
闹，展览越来越多，各种书画活动尤其是旅游写生活动非

常活跃。

30年代朱到40年代初．国嘶界经常举办支援前线将

士．援助来川靛阑文化人士、救济流亡雉童的展览，如民

国27年(1938年)1月2日，少城公园民众教育馆举办“四

川省抗敌后援会慰劳抗敌将士书画展览台”，展出“蓉

社”，“蜀艺社”以及全省名家书画精品约300余件．所售

一H画作品的现金全部捐赠抗敌前线。民国29年(】940年)．

成都美协举办前线将士募捐展览。民国33年(1944年)，张

大干捐赠大幅白描仕女圈一幅，以援助入川文化同仁。民

国34年(1945年)．现代美术套在成都举办现代美术展，用

卖画和门禁的收入支援从湘桂撤退的文化界人士。

民国30年(1941年)．经罗文谟，张采芹，林君$墨等人

多方努力，“蓉社”、“蜀艺社”．“成都美协4三个书嘶团

体龠井改组为由民国省政府统一组织的“!rtl川美术协会”．

协会吸收了许多外地人川画家为会员。成都美术界的国画

展览活动因为协会的扶持更加活跃。据不完全统计：民国

27年(1938年)至民国37年(1948年)10if-间，成都市区举

办了200多次各种类型的国画展览、书画展览，成都因此

成为抗战_人后方书画展览活动的主要地区。抗日战争结束

后，在故宫古文物藏品迁移回-It．京2_前，四川省教育局与

有关单位选出其中书画精品100幅，于民国35年(1946年)

11月12日至12月7日．在民众教育馆举办“故宫节画展”。

这次展览历时25天。展览期间虽然连日下雨，到民众教

育馆参观的人仍络绎不绝，熙熙攘攮，参观人数达55000

余人次，为民国以来成都规摸最大，社会影响最广的一次

成都美术志

。。，鉴慈‘i。凳慧+箸≯嚣嵩篓篆∞：

书画展览。展览结束后还出版故宫展

览专刊，井特约罗文谟，芮敬于、李

有行，张采芹，向仲坚．江梵众等人

撰文评论．全市多家报刊开辟“故宫

展览特刊”。

民国27年(1938年)以来．先后到

成都举办展览和在成都定居的国画家

有张大干．黄君壁、董寿平．吕风子、

6)“国民公报p，睦崮22年(1933年培月18日。第7版记者报道文章：《名画家墨一峰赴北道写生》。

7) 《幽民登报}．畦国15年(1926年)12月13日．《美术*23期：孚光g看了美专三周年纪老展览会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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