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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我望专业艺术教育体系的创

立和发展过程中，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西结合的、系统

科学的规范性专业艺术教材体系，一直是各个高校和

艺术教育家孜致以求的奋斗 E标。如果说 20 世纪上半

叶我 E艺术教育家知为此已进有了辛勤探索，有了丰

厚的秧累，只是海欠系统的活，那么在 50 年代全国缝制

各艺术专业课程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绵的基础上，于

1962 年全E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墨家已有条件部署各

项艺术专业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开始付诸实施。

可惜由于接踵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使这项工

作被迫中断。

新时期专业艺术教育的迅猛发襄对教材建设提出

了新的要求， 1997 年文化部教育司正式成立了"中 E艺

术教育大系"的总编委会，并开始编写各卷教材。 但是

美术的现当代部分没有被列为编写教材之列，该课程

的系统性教材基本空白，各个提校都使用的是告编教

材。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升本主言"中国现当代

美术"课程开设，仨可选用的教材被少，鉴于此手中'情况，

我们经过近两年时 i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现当代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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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教材的编写工作。

本书稿共七章内容，以鸦片战争为时间起点，以时间膜序为主线，

综述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美术的发展变化以及出现的各类美术现象，需

时根据现代学生离读的习惯 拉教材的可读性和图版资料互动的形式

结合起来，力争以最好的图书形态克服rJ，往理论类型书呆板的面孔。七

章内容张小兵完成第一、三、七章的撰写，樊莉完成了第二、四、五、六章

的撰写。

吉于时闻紧张，更因吉身水平有限，该教材的编写可能存在很多不

到之处，请老师和学生给予批评和指正。

张小吴

2013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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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茄史背景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长期部关锁国的大门，被帝国主义用枪炮轰开，中国社

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嚣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人进一

步觉醒，从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到举起辛亥革命大旗，这是一个中国人苦难与斗

争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这些重大事

件与噩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信患灵通的上海、以卖噩为

生的噩家来选，却能产生复杂的d岛理影响。

1897 年至 1898 年期泻的形势对于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或者

士大夫来说都是难以简单言费的，在他幻的文字里，经常出现太多类假"由、河已

割国捡攘" (康有为)、"遂渐渐握落失隆"(梁启超)、"天涯何处是神姆"(谭嗣

同)这样的悲愤情绪。社'会的机理在太多的知识分子看来已经倒底腐朽，就像

晚年在被押赴新疆的路上还惊记着家里的组云林的山水画，刘辑在他的小说

《老残游记》第一吕的标题所表述的那样"土不常j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费j处可

危。"所有使用文字来描述这个时期社会状况的文人知识分子，已经不太可能有

心绪将那些表现追遥与淡泊心境的文辞用于对现实的描绘。

艺术家的工作与实际的社会现实也许不应该有直接的关联，或者说艺术有

着自身独立生长的逻辑，画家总是曲折地雨并不是直接地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背

景。但是，在→个发生关乎每一个人未来命运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仅仅只有强芳

自赏。 1主管这种"孤芳自赏"具有深厚的教养或者至多满足市民商贾趣味的图像

泛滥，多会使人心生厌倦和严重不安。事实上，这样的厌倦租不安早在鸦片战争



之后的面家内，合中就早已非常明盖地表现出来了。

二、《点石膏画报》

绘画的题材与形象内容通常来自画家生活的环境。当那些云集上海希望谋

得机会的各地画家看到出现在大街小巷的各类奇异哥陌生的情景与形象时，他

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壶?结们真的有能力在一个充满剌激的都市环境里保持内心

的模泊与宁静?所以，当人们看到了吴友如表现在《点石斋匾摄》呈的生活场面

晖，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从 1884 年开始在上海出版发仔了 14 年之久的{)点

石斋画报》事实上是一份墨画时事报，创办者弗吉德里克·梅杰的 g的很可能就

是这样:如果不去报道那些杀人就火的城市案件，似乎不足以吸引读者的注意，

这样的结果，便使吴友如尽可能地勾画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包括一些外国发生

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在人群中有多少文人与画家，担可以肯定的是，如实报道的

图画受到了非常普遍的欢迎，人们更愿意接受真实反映的新爵圈像。

因为《点石斋噩报》而卓有名声的吴友如( ?一约 1893)来自吴县。他一定看

过很多传统书本插嚣，熟悉线条的运用。尽管他早年效法玫琦、任熊的人物画

法，不过看来更明显的影盹来自英文报刊或者像土山湾书籍那样的教会资料里

的西方插图，吴友如很轻松地适应了透视与相关方法，尽管他也经常保持平仔

线的使用。读者的确希望了解每天发生的时事，不仅从文字，也从图豫中获取信

息。正如报纸中的内容非常杂乱一样，吴友如的图画题材包罗时事新醋、市井生

洁、民间故事以及国外传奇。对于这些理画的品评采用传统的画论方法无从

下手，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新闻或者故事来看待。读者关心时势，在那个不断

有西方人出人的城市里能若不知晓每天的情况，也许根本就无法有效地生存。

显然，民众不可能通过似是南非的影象去了解时事，她们需要明白无误的内容

指引。所以，吴友如通过文字配合的图噩仅仅是一种类似说明书的通俗读物:没

有幽雅生趣的树木花鸟，更没有气韵生动的笔墨。生活在传统宅院里的落键文

人或者衰敢家族里的遗老对于这样的绘画是一点也不认真的，但是他们却依赖

于这样的新闻报刊与传媒资料了解外面的盘界，无论他们对于所看到的内容作

和问画报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有了石印技术这样的条件。事实上，道光时期，澳
门、广掰已经出现石印所;光绪年间，外来的天主教会通过石印技术印制宣传

002 品。真正的挺进因素来自商业化的社会要求。五司通商与太平天国导致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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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动乱，迫使不少江浙富商贵族迁移上海，在程界区域寻求保护，这样，程 λ运善良

界区域的治外法权虽然对中雷政府宫员的权力有所限制，却为程界区内的商贾 ~ 

提供了优势，依前外国势力的中国离人的地位获得了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租

界这域的生活不同于过去，毕竟茜方人的生活写惯和工作方式构成了重要的影

确。这样，报纸、书刊、画报以及其他娱乐活动应运而生，当然，那些传统的地方

节吕也完全混杂其中。由于有了新的读者市场，画家的需要不仅增多，而呈对艺

术的表现方式也提出了社会功能化的要求。

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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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画会

画会社团的产生表明了这个时费书画家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自由身份

的确立和面临的生存问题。踪了保留着传统文人雄集的生活方式与趣味以外，

寻求类似行业公会的团体力量的支持以保证在这个变动前社会中有效生存是

重要的原因。这样的结果是，涉及画家利益的条文就成了画会社团章程中的重

要部分。

晚清之前的文人结社不过是趣味与政治观点的相近，远有东晋南朝时的

"竹林七贤"已成为纯粹知识分子的揩模。直至襄黑二十五年(1686 年) ，官方

明令革踪社学"雅集"始终在文人士大夫不同噩子中间频频举行。可是，当一部

分书画家逼过参与者认同的宗旨、规章、组织程序甚至办事机构来构成他们聚

会的理由时"雅集"就成为一种具有功能目的和策略性的社团。一开始，书画家

聚合在一起的吕的是赏景应节、消闲联谊，参与者在笔墨交错中具有感情、思想

和技艺交流上的纯粹柱，人们很容易联主捂想雪呈、到宋代王洗的"噩园雅集

董其吕等的"画中九友

同光之际出现于豫园得另楼的"飞丹离书画会"\，开始了一斡趣味与利益集

团的风气。在这个画会里，先后有王礼、吴庆云、葫远、倪田(墨耕〉、杨伯润、任

预、张熊、藩华、吴昌硕、吴友如等重要人物。丹青绘事在此处成为工离行会。飞

丹阁是客挠、销售点，因为来自不同方向的利益的复杂性，以致"飞丹阔书画

会"虽存传统雅集的性质，却有经营操作的功能c 这类行会很多，如 1889 年设立

并在 1893 年起开始代理经营书画的"徐园书画会" 0 19∞年，岳张楠(小楼〉、李

叔同、许幻雷发起的"海上书属公会"的中分与推展书噩的性屡推动了书画家的

职业化。在复杂的社交活动中，交易并为提升书画作品价格庚进行的各种努力，

成为这别于过去雅集的特征，尽管人妇从表面上看到的是文人书画家之间的戏



谑与寒喧。例如汪亚尘幼年"每晚同(陈)汉甫到文明雅集看许多上海噩家当

场挥毫" "自人文明雅集以后，每夜必到，差不多就是研究中国画的场所"。

这类社团是在商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以知名人士与商业精英如汪海、哈

少甫、王一亭、李平书等为领袖的利益集团，趣味菌然是核，合凝聚力，可是一旦

行会成立，那种堂会讲解、前呼后据的场面就给人以难以攻入的特殊江湖圈子

的感觉，同时跨越不同桂匪的人物一一如改琦、杨逸、吴昌硕、王一亭一一更是

有指鹿为马的能力，表明了他们在市场中的影碗力。成员会费、中介费以及公款

利息都成为社团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的条件。

1840 年后，具有商业与利益集团性贯的画会有:飞丹阁书画会(同治至宣统

年间〉、海主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光绪中叶)、海上书画公会(1细0 年)、文明书噩

雅集(光绪宣统年间)、豫园书画善会(1909 年〉、宽米山房书画会(1909 年)、上

海书匾研究会(1910 年)、青溺馆书画会(1911 年〉、上海文美会(1912 年〉、贞社

(1912 年)、振青社(1914 年)、东方画会(1915 年). }合学会(1916 年〉。

固、海摄画家

"游富"队伍在不断壮大，开始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的"文人画家"这个主体

身份在晚清不仅面临严重的挑战，而丑很快就难以为继。重要的不是画家卖量，

而是，只有通过卖画，那些拥有自由身份的画家才有获得未来的可能性。这样，

主顾的要求变得非常重要，商新贵与市民的趣味显然是不同于具有传统教养的

贵族世家的，像任伯年这样的著名画家并不认为依照主额的要求作画有什么不

妥。清高与演泊继续存在，缸是，如果不是因为经济条件的许可，那也是一类在

公开场合中搞时应付的体面。回过身去，贫困的文人画家总是焦虑有加。西方离

业制度的影响，法踪了文人画家的清高与出世的传统，市民趣味导致书画的商

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对类似"气韵"、"古意"的要求除了仅仅是一种鉴赏过程

中的文字描述外，真正"远离人闻"的内在性变得不重要了。"海派"一词最初不

过是一种随意的颇有轻蔑意味的称谓，捂称在上海的属家，尤其是那些不频传

统趣味的"游寓"噩家。对于那些习惯于超然泼f沽古，继续主张"避世"的人官衍]来混，

智?表叫…会陈规撞习，才干很匡快画家f们口又对才于自己是"海派"中的一员毒就主感到不是什么间题了 O

艺术史家对晚清的绘画倾向做过细分，偌如金石源、受西洋影响的画家、海

004 派以及仕女故事匾。不过，无论什么倾向和题材的画家，也佼仅是在顺从市民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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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为时尚趣味的表现者，他们的艺术在面对传统的标准时~民

缺乏一以贯之的内在性，在与同时租硝后出现的受西方艺术直接影响的画家梧 ~ 

比又缺少新颖的视觉现点，传统精英的撞界与市~要求构成的折中趣味正是这

个时代的象征c 不论有多复杂，我们对"海派"这个摄念仍然可以做出简洁的表

述:海派在时间草雪上不出晚清民国初期，这域仅限于上海:虽然不同画家的风

格多少有些不同，但是他们的艺术都有市民化候向，在艺术手法上不同程度地

接受西方艺术的影响"去文人士大夫化"是海派书画家的共同特点。

海深只是一段历史时期的艺术现象或风气，将其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流振是

不适合的。此外，尽管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4)是旱期海援代表画家，他在绘

画中对书法部章技法的应用被看做是对海派的阜期贡献，但不必要一定将他说

或是"开派"人物。赵之谦在金石入画这个路线上的确影晚了吴吕硕，他的近乎

写生的作品启发了不少画家，当那些就犹豫豫的量家看到赵之谦的《积书岩匮》

时，对他大程雨抽象的构图和书法化的笔法表现出异常的吃谅和赞叹。的确，赵

子谦在上海画家中最早使用艳爵的色彩，并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潘天

寿语) ，赵之谦的这些先行之举构成了他在海派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1919 年之后，书噩家噩l拖着全新的社会与文化氛围，新文化运动的形势决

定了海被风气中微妙的新菌素E经失去影响力，甚至成为一种病态的文化现

象，海深艺术的作风基本上只能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开始崩溃过程中的开故现

象，那些最著名的海援噩家在观念上仍然没有进人到现代社会。不少的艺术史

家爱使用"稚俗"二字分析海援画家的作品，而我们已经看到，这总是那些被称

之为"海报画家"的共同特点。他们各自作品中的文人趣味与市民爱好究竟轻重

孰谁，是依据画家的修养与品行而定的，例如前述虚谷也许是海派中一个保持

教养与品味的范锅。轮船与拴炮带来了速度，以至速度构成了文人山水迅速消

失的重要原因一一花鸟不仅富于装饰性，关键是容易挥笔而就，迅速成为送出

去的礼品:商贾市畏更多地具有民间杂艺的趣味背景，所以钟尴、八伯、仕女以

及历史人物故事成为购买者不断要求的题材;色彰鲜艳，构图简洁，居笔轻率活

泼，与这个时期的奇异繁荣租社会心理能够发生对应;至于西方手法不再程度

的运肆，则不仅迎合了世风，也表明了量家在复杂的需求中开始修正文人的绘

画习馍，所以"海派"也意味着复杂与衍生。从画面的普遍效果上看"海派"象征

着传统绘画语言系统的崩塌，王军管海涯艺术家通过笔墨的传统、材料以及残存

的文人趣味与古代精英保持着明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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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海波书画家前期有"三熊气朱熊、张熊、任熊)、"三任" (任集、任熏、任

颐〉之说，后期有"海上双壁"(吴昌藏、王震)、"上四大家"(赵叔儒、吴湖帆、冯超

然、吴待秋)、"三吴一冯"(吴待秩、吴子深、吴期帆、冯超然)和"三铁"("苦铁"吴

昌硕、"冰铁"王远山、钱费铁)之说，这类浸染传统江湖习惯的表述形式给学习

艺术历史的学生有提示性的作用，倒如学生容易从"铁"字上体会这"三铁"艺术

家在篆刻j艺术上的工夫，不过表述的影式也很容易让人感受和联想到画家经常

出人、四处能够听到劝酒猜拳的早期市井茶楼里的空气与文化趣味，并亘表现

出 20 世纪最早的艺术市场的广告观念。能够罗列的知名海援艺术家还有:费丹

旭、王礼、胡公寿、沙霞、蒲华、搔伯辑、钱慧安、陆族、胡锡圭、葫璋、何维朴、吴谷

祥、吴石仙、程璋。这些艺术家都有擅长和特点，他们的艺术均成了海涯艺术丰

富的奇观。

镜清海涯的早黯代表任熊(1823-1857)在他即将辞世时完成的《自噩像》

里，就有了这类不安心理的告知，尽管画中的人物显得有力而健壮，但是，这种

力量部方向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提示，看上去，人物的状态仿佛表现出一种心

理上的茫然与矛盾。任熊习画受惠于肆洪绥，但世销社会的变化对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事实上退出自然的画家将有决定性的作用。画中的人物已经黠离了传统

的描绘，只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人们非常熟悉的传统笔法，而且这样的笔法与

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转矛盾的象缸。

任熊应该是海源旱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早年经历表明他接受的

是传统教育:古典诗文、骑马射箭 3111练武艺，这些背景没有告诉他任何新奇的

事物。在人物画方面，他尽可能从陈洪蟹那里获得技艺以及传统文人的体会。可

是，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使用任何古抱、复杂、蜿蜒的线条，他也许是本能地抛弃

了传统文人画中表现韵律的线条，代之使用的是简洁明确的表现。同时，这些线

条己经不完全是为了一种自娱的需要，相反，画家希望能够将所撞绘的对象尽

可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有艺术史家提到了任熊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产生这

样的印象可能是由于画家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希望接近视觉真实的愿望。任熊经

常放弃悠然自得的环境，他尽可能地突出人物，与陈洪缓的噩面不罔，任熊笔下

警的甲
i幅自。任赣对传统的反叛心理在他的风景岳和一些册页作品里也表现得非常清

楚。我幻使用"风景"而不是"山水"这样的词汇来表述任熊的绘画是因为他的作

006 品萌显放弃了文人噩的"山水"概念，他开始将吉然的因素在一个更易于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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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中来处理。 1 848 年起大约有三年的时间，他在朋友周闲的范湖草堂居住作 均应在

画。他的《范湖草堂图》尽管画卷较长，描绘的却是乡村小景。透视虽然是凭借感 「也r

性处理的，画家尽可能地压低视平线的努力表明他希望画面接近视觉经验，而

不是文人传统的境界要求。 任熊没有将人们习惯的高逸瞻远放在心上，他关心

的是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的景象。 画家将注意的焦点放在感官与视觉方面 ，这个

情况在他的《十万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甚至不去顾及谨慎的文人趣味，也

难以照顾到真实的风景，他干脆将山石、丘整以及溪流单独表现，集中精力在装

饰性的趣味上。 《十万图》是在金签上所作，给人最为强烈的印象是，华丽富贵是

画家想要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趣味与那些购买他的作品的商人的要求是一致

的。 任熊的绘画题材范围涉及人物、山

水、历史传说、花鸟以及小景，只要有人

要求和喜欢，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应该

守住传统的趣味。 当他觉得"纤禽烟藉

下 ，小草莞丝多"可以提示一种情趣，就

在不顾及章法的情况下将其表现出

来一一无论构图还是竹帘的处理方式

都是那样地不合规范。 这个时候，文人

境界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视觉上的愉

快。 任熊的兄弟任熏(1835-1 893 )在趣

味上与之相似，他同样不以超然与忧郁

的情绪象征为基础，而是更为关心笔墨

间特殊的视觉效果。 所以，在表现花卉

的时候，色彩艳丽，落笔轻松没有情绪

负担，甚至在同一落笔中，笔锋与笔腹

的色彩和浓淡变化都成为画家与顾客

兴趣的中心。他的人物画仍然走陈洪绥

的路线，不过，他笔下的人物大致桂除

了古怪的趣味，在环境设置与树木花卉

的表现上更为清新。 过去的、尤其是扬

州等城市的商贾有更多的传统规矩与

欣赏习惯，他们仍然视清淡野逸为趣味 设色挂轴 177 .4x78 . 5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 1-1 任熊〈 自画像) 1856 年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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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就已在上海获得名声的任伯年( 1840-1896) 笔下的题材的确远离了

作为整体的自然，他几乎只关注花鸟、人物、历史故事。 画家经常出人茶馆、鸦片

馆的生活方式使他很自然地沾染了城市平民的趣味，那些使用不同手法表现的

作品反映出画家对程式的忽视。 任伯年在 1864 年已经开始与任熏交往，从后者

那里继续接受不甘因袭的影响。 1865 年，任伯年已经在开埠城市宁波卖画 。 在

这个城市，他与任熏交往频繁，直至 1868 年他们共同去了苏州 。 他在同年冬天

去了上海，之后，任伯年大多数时间就在这个大都市作画卖画。 年少时期受父亲

的传授，任伯年用非常流畅的自描手法去描绘周围的朋友，以后是任熏的影响，

他大胆的勾勒颇为接近对象，请他作画的人络绎不绝。 不过，当我们把画家于

1868 年完成的《横云山民行乞图》同 1872 年的《凭栏赏荷图》相比较，可以看出

上海这个城市已经有的西方形象资讯很快就对画家产生了影响。 在之后的几年

完成的人物画中，画家明显地表现出对人物结构与比例的考虑，在使用轮廓线

时，画家首先尊重的是被画对象，而不是毫元顾忌的抽象线条。 画家于光绪十三

年完成的《高邑之像图》中的人物形象反映出画家尽可能地将人物脸部结构画

得接近真实的对象，提篮中的物品纸、墨、笔、砚和书卷几乎成为以卖画为生的

画家高邑真实生活状态的提示。

《仲英五十六岁小像》和《以诚五十一岁小像》非常接近准确的人物写生。 徐

悲鸿对任伯年的"中英五十六岁小像》的赞赏表明了任对人物形象与特征的把

握，以及他使用的笔墨方法在表现对象时的精湛之至。 这里，传统的意义存在于

兼工带写的技法的熟练程度之中，笔墨虽离传统人物表现很远，但是我们完全

可以将这个本来是希望刻画人物的笔墨分离出来欣赏。

在后人看来，任伯年的绘画与传统并不遥远，但是，生动的人物与故事以及

对面 富于灵气的画面处理毕竟开始脱离传统绘画的根本性一一内在的"气"与"韵" 。

当币F 陈半丁说任伯年的画"超脱有余，古拙朴厚不足"可是，画家周围的人，尤其是

v 那些熟悉这个环境的购画者对"超脱"出传统的内容与表现风格更感兴趣，或者

面豆 说富于内在性的"古拙"在那些每天能够阅读不同报刊、有条件就去参加赛马场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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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现在，富丽与繁华成为大都市里的商人的趣味，在星星点点的西洋图像

和物品构成的更为实用的社会环境里，画面里饱和、健壮、富丽以及强烈的效

果，都是受到欢迎的。

五、任伯年



盛会的商人来说，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 任伯年的人物画受到普遍的欢迎，他 A勤王

甚至将生活的一个瞬间也作为他的题材并给予富于活力的表现。 1888 年的夏 飞y

天，画家以在上海谋得一小官的吴昌硕的形态为参照，用简单的笔墨完成的人

物画在当时是"超脱"于传统的，人们很容易将画家的表现与传统人物画的方法

区分开来，因为那些淡彩泼墨的手法是没有太多章法的。 可是，观众喜欢活泼

的、与过去的人物画比较起来甚至更加接近"真实"的形象，手法如果有利于表

现就不会成为欣赏的障碍。 当然，城市平民本来就缺乏传统的教养，他们喜欢通

俗或可以叫做"时尚"的趣味，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构成了新趣味不断衍生的土

壤，因此，色彩的大胆使用以及对笔法的自由发挥，将传统的含蓄、稳重以及程

式讲究抛在了一边。 太多的人喜欢上任伯年的通俗中国画，以至当时的市场上

没有人能够像任伯年那样受到如此广泛的肯

定。 那些坚持传统教养的画家因为没有画出超

越古人的画来，所以，社会或者市场也就只有以

从众的时尚为标准了 。 事实上，任伯年绘画的超

越性在于他多少使用了西方绘画的手法，画家

的敏感性使他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了素描关

系 、笔法的灵活以及色彩的漂亮运用上。 在以

后的中国画变化的进程中，这样的趋势引发了

非常世俗的装饰绘画倾向，但是，在 19 世纪末，

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画表现出画家对传统的怀

疑与退出 。 与任熊一样，任伯年早年受陈洪绥的

影响，他以工笔见长，可是在他以后的改造中，

传统的工笔被流畅但缺乏内在教养一一"古拙"

的另一种表述一一勾勒给替代了 。 人们可以用

"生动"、"明'快"或者"清新"这样的词汇来表述

画家的艺术，但是，这些词也表明了任伯年更接

近大众而不是精英的趣味。 传统对于熟悉传统

的人来讲是一种很安全的教养，它本身具有深

深的诱惑力而让认同者不能自拔，但对于生活

在市井环境中的画家来说，如果希望获得认可，

他必须顺应流行的趣味进而逐渐退出这样的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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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任伯年〈高筐之像)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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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伯年几乎是一种师友关系的吴昌硕(1844一1927)对艺术的爱好来自

本能，尽管他的家世有诗书艺术的传统。 他的家庭早年经历了太平军的动乱，全

家颠沛流离，混迹于难民中四处漂泊 。 直至 21 岁，吴昌硕与父亲重逢，开始了相

对稳定的生活。 1875 年，他已经出现在上海，在此之前，吴昌硕获得的所有知识

与大多数文人秀才没有什么区别，之后也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吴昌硕对已经能够

见到的西方西洋画片有什么兴趣。 他结交的朋友不是传统艺术的收藏者如吴大

激、吴云、潘祖荫，就是传统伦理的守持者如郑孝膏、沈曾植。 画家的交友能力让

人吃惊，这为他中年之后获得普遍名声奠定了基础。 画家本人对自己的朋友

圈也有过记载，不过在类似《石交录》罗列的名字中没有一个是那个动乱时代新

思想的敏感者，他们保持着对高洁、渊雅的文人风范的敬仰，他们在一起谈论的

是诗书画印的历史与精英趣味。 这样，当吴昌硕真正进入绘画领域时，也就只能

在传统的山水、花鸟题材上做文章。 吴昌硕年轻时期在金石、书法方面的功底令

香叫他在叫才受…影响后者……
色彩运用给予吴昌硕以激励。 此外，在探讨如何学画时，任伯年干脆提示吴昌硕

以金石的经验人手绘画，这样可以产生个人的风格。 这个提醒非常关键，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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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任伯年在年轻时参加过太平军，这个经历似乎与他以后的人物画有所关联，

从小就参加太平军而没有去接受系统的传统知识训练，这本身就是画家市民化

的基因 。 到了上海，任伯年的花鸟画因为自由甚至轻率的笔法而受到普遍的欢

迎是不难想象的，因为他的顾客不再是优雅而富于传统教养的文人士大夫。 我

们从画家题材丰富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伯年生前获得的名声来自他对

不同趣味的适应性，而这样的适应性却是以丧失"正宗的"传统趣味为代价的 。

山水题材为花鸟和人物所替代，这说明来自更复杂阶层对作品的购买，导致画

家对市民社会环境的适应与无尽头的依赖。 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精英们所

要维护的教养知识已经抵挡不了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侵蚀，所以任伯年的艺术

题材非常庞杂:远古英雄《女娟补天》、 民间生活《送子观音图》与故事《群仙祝

寿》、文人故事《盖之爱鹅》等等。 任伯年需要应付的社会关系可以被称之为"三

教九流"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关系，阻挡了画家继续落人对传统的津津有味的模

拟。

六、吴昌硕

010 程度上讲，金石书法的进入，彻底完善了传统绘画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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