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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画院影像志
文/孙永

有了精选出版面世的冲动一-30年来画院全体画师们，虽

然期间已有了成千上万的艺术品传世，今天如果我们能够

再将所留存的影像素材统一整理、编撰，以板块、结点的

形式付梓成册，公之于众，无疑将会从另一个角度真实还

原浙江画院以往走过的风雨历程中的每一个清晰脚印，用

多棱方式折射出集体与个人的多面风采，从而让业内外人

有道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影) " , 2014年是浙 土更多地关注画院的人和事，更加直观地认知我们，这无

江画院成立30周年的纪念年。早在2012年初始，我们画院 疑是个颇具历史价值的善举。

班子就运筹帷握，启动策划三十华诞回顾的诸多事宜。在 "史料所及"一一为此，我们开始尽己所能地深翻挖

整体的梳理工程中，对于留存的数以万计的影像资料，便 潜，寻寻觅觅，尤其是那些已被渐渐尘封、日渐埋没而远



离我们的过去的一些旧影，得以重见天日，曝光子众，藉

此希冀:无论是天上人间还是大江南北，只要是与浙江画

院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人物和事件，统筹地摄英成集，让

那些如烟的往事再次映入人们眼帘，也在抚今追昔间感悟

和唏嘘......

依据浙江画院整体发展历史，以及各个时期学术、公益

等活动结点，设定了五大板块，区分了34个专栏，其中所涉

及的事件数以百计，而所相关的人物则数以千计。总之是包

罗万象、精彩纷呈地集中展现给广大读者。

自本世纪初以来，浙江画院更加注重影像资料的存录

及备份。尤其随着影像设备硬件的日新月异和通用便捷，

当今的人们更要有一种前瞻性的责任和义务，尽力为后人

存续更多美好、生动、鲜活的直观资讯。如此举手之劳，

会让我们的后代更加直观地了解今天的我们和自身发展的

历史，更加地敬畏前辈而走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

众人添柴火焰高一一在此要一并衷J己、感谢为此部影像

志编摆出版提供珍贵素材以及为之付出许多J心智的所有同

仁们，谢谢。

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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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院是为宫廷服务而设立的。那l

时画院的专业画家们记录和描绘当时的社会状态和皇家生l

活，或专门创作宫廷收藏的艺术作品，他们为中国绘画l

历史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宋代是画院鼎盛之时。宋初传承l

五代文化体制、振兴画院有政治的原因，有道教彰显的原l

因，更有"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的宣教原因。然而，随l

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当绘画与同时期文化艺术达到相l

当水平并且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之时，绘画的意义就更l

为深广。因此，宋朝即便在靖康之乱后迁都临安，画院体l

制依然在当权者顺应时代的高度重视下迅速恢复并更为完l

善。两宋mDJ余年涌现了大批画家，成为中国绘画史的一个l

辉煌的极点。南宋在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

发端了文人艺术，成为中国绘画另一种辉煌的起点。这两l

种辉煌的重要成因之一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画院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民间艺术l

的发展。íImßl年，著名画家叶恭绰和陈半丁共同在全国政l

协第二届委员会上提出有关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的提案。 l

1957年，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的报告。同年，北京中l

国画院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专程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长l

篇讲话。文化部直接聘任了一批知名画家。此后，江苏、 l

广东、上海等省市相继成立了画院。新中国建立的画院集l

中社会上有很高造诣的中国画家，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创作l

条件，让他们专门从事中国画创作和研究，同时，还教授l

中国画学生，进行重要作品的收藏和中国画艺术的对外交l

流，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保证中国优秀绘画艺术传统的l

发扬光大。

因此，作为国办画院的存在意义，不是单纯地养国

家，而是集中高水平的画家为文化的高端发展，为新文化l

的社会辐射，为公共文化建设共同努力。

上世纪liDJ年代，潘天寿等老一辈艺术家为建立浙江画

院做出很大努力。但由于浙江人文底蕴深厚，社会书画水平

普遍较高，有高水平艺术自然发生的优良环境，使得历届政

府对文化的技资都比较谨慎。所以，南宋画院鼎盛之地的浙

江并未很快建立画院，而是于1958年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建

立了国画创作研究室。LUJ:ml年该研究室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

助，开始为部分优秀画家提供生活保障，成为浙江画院的雏

形。r!l文化大革命"后的ilm!l年，杭州在西冷印社基础上建

立的西冷书画院，成为浙江第一个建立的国办画院。这一

年，省文联有关成立浙江画院的报告得到省委省政府的批

准，并获得了事业编制和经费保障。而正式挂牌成立浙江画

院的时间因种种机缘碰撞，等到了lImI1年。

浙江画院是浙江省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属下的公益性专

业创作研究事业单位。从一开始，中共浙江省省委宣传部、

省文联就要求画院的中国画创作和研究要建立在学术高端。

为此，选任院长具有重要意义。缘于浙江美术学院的推荐，

缘于浙派人物画在全国的影响和在当时中国画创作前沿的领

军作用，浙江画院院长的首选是周昌谷。因周昌谷病重，继

选方增先，而方增先正在调往上海。经过再三酝酿，中共浙

江省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最终选定陆俨少。多少年后，反观

历史，就中国画发展而言，陆俨少担任浙江画院院长是最为

适合的。他对中国绘画传统的理解，他在艺术创作上身体力

行，他在诗、书、画各方面的深厚修养和成果积累为十多年

后浙江画院的学术走向真正起到了关键作用。

浙江画院建院初期，以大绘画的理念树立了社会形

象，融入浙江美术界大家庭。[UI:I:j年陆俨少命名的"龙年

国际笔会"是典型事件。

晚年陆俨少淡出画院工作。潘鸿海、张华胜为主引领的

浙江画院提倡深入社会生活，提倡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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