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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 1952 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

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立苏州美术

专科学校和自东大学艺术系音乐、美术

两科合并于无娼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

校. 1958 年迁至南京;次年，定名为南

京艺术学院.

上溯 1912 年私立上海美专创办，

至今学校已有 80 年历史，经历丁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爵个阶段，成

长于中雪社会大变革的风云之中.在立

上海美专是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园地中

创办的第一所美术专门学校. 10 年之

后，在立苏州美专指继创办.这两所学

校在中国艺术教育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一

页.山东大学艺术系经受过革命战争的

洗礼，富有解族区的文艺传统.三者都

是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的薪生事物.它

们的结合，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建设与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校合并后，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

致，努力发揭艺术教育的住良传统，为

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薪贡献.考虑

到学校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这部授史

按时间颇序是i分阶段，叙述每一时期的

教学模貌，韧步总结办学中的经验和教

询，探讨艺术教育的规律，力求为发展

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事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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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南京艺术学院先黯阶段

(1912 年口月一- 1952 年 10 月)

第一节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一、国内第一所美术专f丁学校的部办

20 世纪初，我国历史上正经历着一次大的动荡和变革.随

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清朝政府为影势所迫不得不全面开

始"废科举、兴学堂，.伴随着洋学堂的出现f新式"的艺术教育

萌芽了. 1908 年创立于南京的两江野草学堂{校长李瑞清)于

1906 年设置了"图画手工科"标志着新式艺术教育的开始①·

随着中匮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工商业发达的上海. 1909 年

夏天，痛痛壳、起了"布景画传习所". 121噩黑梧背景为主要学习内

容，画种为水彩，后医人力、物力不足商告中辍.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琅潮中，政治经济文化各界风云人物迭

起.年方 17 岁的XiJ海粟，集资 3000元，与乌始光、张幸光等几

位画友，经过手期的筹培和努力，于 1912 年(员国元年) 11 月

23 日，刽办了中雷第一蔚美术专门学校一一上海美术院技

址设在上海乍浦路 7 号.

上海美术皖办学的宗旨是:

'第一，我的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

奥;第二，我们要在极惨酷无情乾爆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

的责任.医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社会的温沌，能移

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打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帮自信有

研究和宣传的械斗'②·

宣言在新闻摄纸上公开发布后，引起了社会的震动.有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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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撑誉;也有的曙笑、道骂.说什么"犀画也有学堂了，岂不可

笑尸等等. XlJ海粟冲破1量结镜里"毅然揭开了摄兴中华美术教育

事盘的序幕.部办学校后，给撞年长的张幸先握任校长.不久，

刘海粟自挂校长，聘丁惊任教务长，乌蜡先主持恙务.

1913 年 2 月，上海美术院第一在提生.辑设给离科，又分

正蒋、选科两班，入学者 10 余人，锋盘蔚为 1 年，科院偏重实

技苦11练，师生相互费磋研讨，教学相长.黠在课堂上￥If练技巧

井，还从生活中摄敢艺术彗葬:黄肆汪的晨曦，苏判河能夕照，

渔船弩好火，常被摄人羁辐.文tl海菜为了提商业务和教学求平，

边教边学，参撞了日本东京美术搔授学校的学习，比较系统边接

触了透槐学、色影学、木炭画技法等科自.这几门课程，也是上

海美求院最早的主要教学内睿.

]913 年 7 月季于王科、选科之势，添设速成释，同时，学

按照生于静安寺路张囡安铠第苔夜举办作品展览会，屡出#品

50 多韬，引握了桂会的瞩目.

二、迅器发展的十年(1912 一- 1921) 

1912 年到 1921 年，是上海美专迅速发展的 10 年.就全罢

教育直至势看，新文住运草草蒸荔 E 上，有关教育揭各理政策、法

令，在不黯重要布和实蕴边著名的民主革命教育家蔡运培子离嚣孟

年握任了教育革长. 1917 年又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对教

育方针之意晃》中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科

教育、军嚣虱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气为了

反对提建复古主义，为菌家培养出‘硕学商挝"撞在北大提出了

彰患想自由、兼容并包舅这一旗棋鲜窃、内窘黯颖、影瞬深远前教

育改革累蹈，上海美专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洪蔬中发展、壮大的，

上海美专办学方针中强词指出，要a研究高深艺术，培养专

门人才，发主奋民族文化;造就艺术教育师资，培养医民人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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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社会荣膏;造就工艺美术人才警辅勤工离业.发展器 E已经

杏仁这个方针具有鲜辑辑时代第碍和君在远的!Jj3主意义.

上海美专的兴起与发壤，是与社会变革蛇需要相适应的.摇

着入学人数前增多，学校萄建的瑛模己本能满是.室主校以来曾多

我迂茬，扩大建筑. 1913 年 2 月曾迂桂舍于爱商远路; 12 月要

迁校舍子拉西}rl路横提桥醉 1914 年夏王迂校舍于海宁路;因

迂黯n方斜路在云蔑东的宝蘸里;五迂爵路南洋女子师范113桂;

1922 年子113法组界的寒市路落成童音建投舍.

关于系科能装置，最墨学校的条件，结合时代的要求，不童音

调整、充实. 1914 年茧，政赣西科为西洋噩科，部分正科、选

释，速成蒋停委、.各科主宅建3号 2 年半盘;自肆添设夜科，专写草

包踊.翌年 8 月，修改学髓，政部撑醋科为 3 年毕业，停业选

释:增设疆军寻2是裙装挥毫蒋. 1920 年 1 丹. :Xi]海粟摄据 1919 年

去自本考媒艺~教育的体会，结合美专的实际，又进一步锋攻学

器，增壳、 6 科:中嚣蹈科、黯洋露蒋、工艺嚣束手毒、雕塑蒋、高

等辉莲科、茹级蹄莲科，至此，系科适量是基本完备.是时，吕毒

为教务主任、在新为西洋茵科主任、吕撞为高等j蹄莲科主枉，程

盏台主辑辍j碍嚣科主任警教虽有玉济远、桂翠器、李趋士等人，

1921 年，实行选学割，政西洋画蒋、雕塑科为 4 年，其他

各科均为 3 年，这替办学中的‘不辜的变动" 1支挨了学校提兴盛

与发达.正如:XiJ海粟在 1921 年《上海美寺 10 年归藏》一文中药

道:‘上海美专是在立的专门学撞，费远一智主张只要内盖在透过，

认为妥善，便可实行;没有什么阻碍朝牵制的，所以各部内容可

远没有一黯不变革主不改革结.屋为学技本来是活前，是要辑时费

去造出攘攘来，决不是可以嵌着死章程去办理.至于英术学校前

娃茧，更与其戴学校能需辈不同.&豆美专之在中嚣，要蘸什么

章程也无从锋起，班以处处毒草要窍己镶着懵彭去实事求是!因

此，毒草生起一时婿的变动来，在这 10 年之中，可虱无一学期不

在攻建之中，外商的舆诠害也道我告丁是一斡变的务学.在这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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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变动之中，也许能生起一种不怠研究的霜神，我以为在时代

思想上当然应该要刻刻追到前西去才好，.

"提刻迫JIj前面去':正是上海美专在办学中力图把握时代掠

搏，创前人历未有的艺术教育业绩的指导.1915 年 3 月，在教学

中第一次雇佣模特儿，作为基础课的必授内容 1916 年 3 月又

发展到男体全裸模特JL写生，在封建主义提深蒂固的国土上，当

时这一艺术教育破天荒的创举，怎能为封建卫道士们所容忍?斗

争是激烈的，前后断续历时 10 年之久，在大势厨趋的民主革命

高潮中，终于冲破封建藩篱，取得胜利.影略研及，北京美专、

上海神州女子学校艺术释，以及各地其恤美术学校，都先后采用

了模特儿教学.

为了锻炼真实地反映客现对象的本领，激起学生作画的情

趣，培养创造性的才能，上海美专首倡旅行写生，并列为课程形

成棋度，一年两次，让高年级的学生走出课堂，到实地绘写崔医

的壮丽河山，第一次在 1918 年 4 月，由刘海粟带队，率爵班学

生 15 人，奔赴杭州西期，白天外出对景作画，晓上则聚集宿

舍，由教商评议作业，同学问互相切磋，学业进步很块?由于野

外写生，盟内鲜见，作画时，每聚而观者，途为之塞飞上海各报

首先为之摄导宣传，随后的浙江的新陪报、之江吕报也纷纷发了

消息.结束时，于杭知市省教育会内举有了"上海美专首次鼓行

写生成绩展览，.受到观众的好评.返校后，又展出 200 多幅作

品于学校会堂，参观者络绎不绝.

琼技能技巧训练外，学校还重视理论教学.技法理论有透视

学、色影学等，史论方商有美学、中外美术史、艺术教育学等.

鉴于社会上其他学校缺乏艺术教肃的状况，上海美专增设了艺术

;再范科，课授图画、音乐和手工，并注重各种基础理论及教学法

的教学，

在对教学本身进行探讨、改进的同时，美专鼓励开展创作和

研究活动. 1918 年 11 月，创刊了第 1 期《美术》杂志，创刊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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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写道"我妇和j行这本荣才之杂志，就是拿它来作研究美术的筑

关，并立藉它来分结羡学和艺术学的基础知识，做预备的工夫.

最嚣的鹊的，就是要希望它来帮拉解决人生一告结i习题，这就是

我们美术的宜宵J这本杂志立足于离晓美术要义，介绍西欧艺

术，宣传提摇美育，年1筐，鲁迅在‘黄言"笔名，在《每窍评论》

上发表了评论文章，给予热情的赞主运矛11肯定.文中说"民提出

来，时髦人辑的嘴莹，往往选出美术到字，但只是说的多，实髓

的却少.直到现在，连小说杂志上的摇摇家还极难得，街吕巳说是

能创作的大子髦• 13号以黯部点lE醋，有如数家子弟，鹊费有九张

磁注IE契的人，却算了美术弄人物了.这一年离黯前美术杂志第

1 期，使当这寂寞黯涂时宠，在上海茵茵美术学校中产出，就大

捧着霞，总是有益的事罪多，其余记述，也可以看出主挎着摇得

燕今经营，1;1及劳苦的攘迹. "19t9 年 6 月《美术》第 2 期刊j

行. f号中升绍了 a本东京女子美术学校穰器，以及法茵茵立美术

专门学校的沿萃，民本帝E前荣-;在f言之运动，引为办学的借鉴.在

探讨教学规捧方窟，有当时教务长、教授吕j虱子的文章《爵搞教

授法))，体现了自浅入深、因材施教的思想，这个杂志已成为反

映当时美专学本动态的重要留边。

美专的艺求实践、创作活动，主要通过美展器向社会， I具体

辑她白的办学组衷"尽宣传艺术的责任"拯数"现在中国社会的

提沌" > "i革觉一般人的睡梦隽'自 1913 年暑期起，每年都有 1 至

2 次婷生作品展莞.垣每一捷的是好19 年阔，以上海美专教授

为主新发起、组织的"天马会飞以发展中嚣的美术为己任，开粟

研究、建览活动.章程中统定五点: "1.研究高深艺术 2.宣传东

西洋近代美本作品 3.考查东离洋荣术之沿萃，现代美术之状况

及其趋向 4.辅辑关于美术书籍 5.其它关于艺术改进事项"

这是上海第一个有影确的美术社会固体. 1919 年 12 月 20 自至

25 日于江苏省教育会举办了第一次绘画展览，会前，推选出作

品审查员 8 人:在洋西i 为X1j海粟、汪菇、丁慷，中茵茵为英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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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王一亭、费主丁、李平书、华子啥，将在集的醋蝠逐件严格

审查，及格方得5在歹tl. 因此，首次展出，参观者离为壮观.在此

这前. 6 JJ 镑. X1J海菜与王辞远，曾集运作在上海寰球学生会举

行展览，扩大了上海美专的影响，

上海美专在上海还是第一所实理男女同窗的学校，时在

1919 年春，有神於1女同学噩噩专修释半盘生多人，联名致最学

校要求插班深造，经学校研究，决定冲破封建世蓓锦觅，捂i在插

班女生 11 名. 1919 年的教季招生章理中，使有了招收女学生的

萌磺旗定，

在培养从事艺术教育的挥资时，黠在专盘设置中增设部莲

科，还重视提高现有中小学美术教阔的水平，开办美术教野暑期

进楼班. 1920 年 7 月，首届进修生 30 余人，分色影画、单色雷

雨主运团理论课程有蹈学、艺术教育、色军三学等.揉原有的教挥弦

外，还增加了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汪蓝尘、俞寄凡、周耕云 3

λ. 此后，每年都举办暑黠美术进蜂班，深受社会政翠，

总之，上海美专的杂学以及与教学在联系前每多艺术活动，

是灵活多变的，她的注重研究彭势，致力于社会需求，不断自我

完善、告我超越，商获得坚强的生命鼠体.

1915 年，上海美术皖更名为上海酿酒美术睬，并经护海道

尹公署核准立案 1920 年 1 月，更名为上海美术学费 1921 年

校庆附属年纪念时，再改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是年第 2 黯

暑黯进楼班，入学人数翠增为第 1 期的 4倍.原西之一是得到上

海专科!fili范学校校长吴梦非的合作，两校联合举办.第 2 期分设

绘器、音乐两主运.绘画中分木炭器、水翠噩、铅笔醒三类;音乐

分乐理、声乐、器乐三类;理论学科分离学、色辈学、艺术教育

原理、透视学等，课程主要由美专教师担任，入学的 120 余名学

员，多半为各省学校选拔来的艺术教婷，其余为艺术爱好者，教

学时间 6 题.这对中国艺术援育基本草人茵的建设，起了程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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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专的成长，也与蔡元培的倡导美育和大力支持分不

咒事王三堵(1868 一- 194的学鹊瓣，号手弱，新江绍兴人，

是我握近现代卓有影曹先的愚蠢家、教育家.在新文化运动中，他

提出了部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口号，强调a美育是一种重要的撞界

强教育'，并且具捧边提出了美育龄实施方法，鼓草草了一韬全民

美育的蓝韶.他的具有到时代意义的教育思想，给上海美专制始

人.Xll海粟棋蛊录. 191事年票元培书"民给部美吨字蜡上海美寺，

对上海美专的教学、学术研究具有积极的援导意义J阔气撞知

读结梅要博大宏伟，辈辈技并蓄La给气撞自博辈革约，打好基础

后，精力集中专一"深'，结精通、发墨、创造突毫~; "美'，是捧

一持理整的境界，求学的λ必级主t予承担能探索之中.

察无培还为上海美专撰写了投歌歌词:

我10感受了寒道热三带的自然，

我ln继承了四千年建设文住的提先，

曾经透翻了印度哲学的中边.

菇今X惑受了欧苦苦学艺揭露泉.

我的事要向日耳常新，

我fn要{黯黯纳百)11 ，

我的现在翻菌的受了母投的陶盟，

将来要在全世界上发挠我的富先商绵埠，

瞬!我爱我的中华万年1

瞬!我爱我的母校万年i

校歌气势恢宏，揭示了艺术教育的第史责任感，

1919 年 12 月.上海美专器建校董会，蔡主主培、梁窍超、赵

革鲁藏、王囊毛主运崽孚、黄炎培等社会名蔬均为校董或英.从此，

上海美专前社会支持力量起强了，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为了卦好学校，上海美专章程嚣际秸嚣内的文先交漳活草草雹

1919 年 4 月，邀请吕本蹈家石井桔亭来校讲学，讲题为《吾人

为什么要学羁)>~同年 12 月，郑海粟校长代表中国薪艺术界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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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参加帝国美术院第一次展览会开幕，借此机会他对日本的美术

教育事业进行了深入考察，回国后写或《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

一书(商务印书信版)，介绍了日本美术界美术教育酷现状，

1921 年， wJ海粟应蔡元培邀请赴北京，给"北大噩法研究会'讲

演《西洋绘画之新趋势)).给平民教育会讲演《什么叫社会艺术

化)).得到在京摄刊的盛赞，

二十年代，上海美专先后聘请了著名的学者、教授康有为、

梁启超、陈树人、郭沫若、章太炎、比犀孚、黄炎培、胡适、章

士制、叶恭绰、徐志摩等人来校讲学.在此前后，蔡元培分绍革

命先驱者蔡和森(时名蔡栋彬}到上海美专担任学监，作为公开

身价，为时一年左右.凡此种种，对开拓学校的艺术教育事业，

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办学过程中，由于注意到艺术教育规律的揉索，教学能度

也立足于发扬个性，培养创造性的人材，体现‘学术自由、兼容

并包"的教育患想. wJ海粟认为:‘美术学校里，第一要使学生修

养自己的情感，极力从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辈，不以己蔽人，

不以人蔽己，要养或学生满娃子住美的自然的情感，使他盯直接

用主观前美的技术，捏那自然前程、奥，把那霎时间过去的情感表

理出来，使他随时可以再理". "历以不管什么教授上编制上舟、法

上，处处总以学生不受束缚、能研究真理为原则，……总要使学

生白己抒发自己的，没有丝毫邦承模仿的习气"

1920 年 5 月，学校将原拟定的各项考试和记分法度止. {-t 
之以一种比较严密的考查学生或绩的措施一一成赣考查法，并

载于学期上.通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新的成绩考查法使进了学

生在艺术道路上个性化的成长，使他们在学习中减轻了分数胁迫

的重负，商处身于心态放松、兴趣浓郁的学习氛围之中.

学校经历了创业 10 年的琅夺奋斗，探索了一条为社会服务

的艺术教育之路.在"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的激胁下，走上了一

个薪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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