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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与开拓——新中国美术60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本站   2009-9-21 

 

 

孟繁玮 

 

    2009年9月10至11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

员会、中国美术馆承办的“成就与开拓——新中国美术60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

行。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此次研讨会是美术理论界规模巨大的一次盛会，主要针对新

中国美术60年的时代特点和突出成就、发展脉络和未来走向进行深入探讨。文化部副部长

王文章、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刘中军，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吴长江，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以及全体参会代表等共近百人出席会议。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主持了研讨会开幕式，刘中军、吴长江、邵大箴在开幕式上分别发

表讲话。 

    此次研讨会共分七场，每场约有八位代表进行专题发言，水天中、马鸿增、薛永年、

程征、刘曦林、王镛、李松、黄宗贤、陈醉、李一、王宏建、丁宁、孙克、尚辉等分别担

任主持。研讨会在严肃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分别围绕60年中国美术的发展走向和和价值

建构、美术创作、史论研究、美术教育、地域性美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当代中

国美术发展中的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富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讨论。 

 

中国美术的发展走向和价值建构 

    救亡图强的民族意志塑造了新中国独立、尊严的国家民族形象，也成就了辉煌而不平

凡的新中国美术。学者们从新的时代视点和理论高度，对未来中国艺术的发展走向和和价

值建构，进行了颇具启示意义的解读。 

    范迪安从国家观念、人本精神、反思意识、文化的主体精神、现实关怀5个方面阐述了

新中国美术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新质。确立国家性质和巩固国家观念，是60年贯穿中国美术

创作的重要主题，如果说国家观念在20世纪前半叶是零散、模糊的，那么从新中国开始，

国家观念就不断集中地得到视觉体现。新中国美术前所未有地反映人的主题，在创作建构

上有对普通劳动者的歌颂，但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共同理想的表述，这与西方现代美术的路

径很不相同。并且，新中国美术在不断的反思中，始终以扬弃和转换的方法内在促动着中

国绘画的演进。这样的经验不会因时代逝去而流失，也成为我们面向未来的重要依凭。 

    李松认为诸多画种的组合构成了现代美术的整体格局，而画种的分合与升沉，则显示

出中国现代美术自我调整、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20世纪的民族传统文化包容了世界其他

艺术形式，在多画种的并行发展中，相互借鉴、交融，丰富了各自的绘画语言，也成就了

中国20世纪“大美术”的独特格局。李树声谈到我们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现

代艺术是完全正确的，越开放越增加了我们民族的信心，民族的自豪感。我们看到60年中

前30年已经奠定了社会主义新美术的基础，后30年已在不断拓展扩大。60年中已有三代人

分别显示出成就，一代肯定会比一代更强。潘公凯认为，艺术的存在不是为创意而创意，

而是为了人的本质建构，艺术活动中的发展和创新都是为了推进人的本质建构这一根本目

的。现在，我们已经有条件回归艺术的本位，通过艺术的文化性功能和审美的超越性功

能，参与人的本质建构——未来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从而对未来人类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

献。 

    张晓凌从经济机遇、历史经验、中国文明的绵延性和丰富性、现代性与中国文艺复兴

的辩证关系、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的内容等方面，全面阐释了当代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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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复兴问题。他认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必然产生与其性质、地位相适应的新文

化，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是一个历史趋势。他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

不具备的条件，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个以文化为纽带的“文化中国”共同体，遍

及世界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们正在根据“文化中国”这个概念进行重新表述。毫无疑问，

这个文化共同体将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注入巨大能量和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这一观

点值得今后的文化界深入探讨和研究。 

    吕品田围绕美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提出了学理性的思考，认为在“全球化”的历史语

境中，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除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

制外，更需要建构一元化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其关键在于建设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

值体系的建设，对外可以确立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象，构成国际文化对话、交流、互动的

坚实基础；对内可以实现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确立全社会普遍推崇和

信守的文化理念，实现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 

    此外，一些代表分别从文艺政策、艺术宗旨、美术与政治、美术与时代、改造与重建

等角度对新中国美术发展中的得失问题，进行了宏观而具有时代性的解读。陈瑞林从艺术

史研究的立场出发，概述了建国初期的美术创作，应党和国家的政治需要进行选择、再构

与重塑，从而形成具有新的政治风格的艺术形态的历史过程。钱海源在发言中鲜明提出了

新中国美术巨大成就的基础，是对“五四”以来中国革命和进步美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

大。余丁将视点放在美术体制之上，认为美术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与变革，直接影响了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对美术体制的研究既可以丰富美术理论研究的角度

与视野，也可以为当前体制的自我更新与未来建设提供必要依据和参考。赵农从许多经典

作品入手，阐释了这些作品成为和60年的历史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公共记忆，从而形成

社会演变中的人们的心理印证。高天民的发言则从“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对“美术的大

众化”与 “大众美术”的内涵进行了明晰的界定，使我们对新中国大众美术的发展获得更

加深入的认识。杨萍谈到当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美术发展道路时，会发现美术的发展状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取决于文艺政策，文艺政策的适时调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

俱进的特质。返观文艺政策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具有以史为鉴的必要性。而赵力对新中国

美术品市场的历史与发展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充实了此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 

 

美术创作的回顾与前瞻 

    新中国风雨兼程的60年不仅激发了艺术家的才华和激情，也成就了他们的卓越创作。

陈绶祥在以“温故知新，图励未来”为题的发言中认为，新中国美术60年的展览其实是美

术界一本特殊的“相册”，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我们的中国画不但活着，而且是健康地活

着。在喜之外，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他提出的“60年的美术创作中，能有多少历史

的典藏？能找出哪些作为时代艺术特色表率的作品？又能有怎样的创作经验值得今后发扬

与借鉴？”等问题，值得新一代艺术家深入反思。王宁宇在发言中谈到，过去我们对“创

作者”谈的不多，就艺术创作而言，偏重强调对历史人文价值的关怀。而在庙堂艺术与大

众艺术之外，需要对贴近民生民意艺术的深入思考，这是站在世界平台上所提出的。如此

看来，对具有现实人文意义的美术创作的思考，在60年的发展间仍显不足，而这并非呈现

出一种“常态”的表现。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并得到全世界的敬仰，仍是当前美术界

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迫切问题。赵权利就60年美

术创作中的民族审美传统在不同时期的体现进行了阐述，充分肯定了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审

美传统所具有的恒定、稳固的需求，对于中国艺术审美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

功劳，并认为60年中国美术创作最大的失误，是艺术没有完全遵循艺术规律和心灵情感而

创造，而是过多受制于政治的意志、社会狂热的激情，以及部分民众的猎奇心理和庸俗心

态，艺术家过多地追求现实利益，这是应当反思的。 

    针对具体门类的创作与发展问题，代表们也从传统与时代、大众目标与文人情结、实

用艺术与审美艺术等重要理论角度，提出积极的意见，从而使新中国美术创作研究在具体

领域得以深化和充实。水天中就60年中国油画的发展作了专题发言，他认为现代性与非现

代性不是评判艺术的惟一标准，与当代中国人维系着精神联系，是当代中国油画的生命

线。王振德、孙世昌、廖少华、陈传席、徐虹、裔萼、叶青等针对60年中国画的发展等问

题阐发了各自的观点。其中裔萼从20世纪50年代山水、花鸟画家兼攻人物画的独特视角，

考察了当时文艺政策对艺术创作的微妙影响，颇具新意。徐虹从农民题材入手，梳理了60

年中国绘画中农民形象的变迁，而从绘画研究层面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也有助于我们思考



当下中国最敏感、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当代水墨艺术是新时期中国美术领域的独特景观，

冀少峰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段，中国当代水墨不断适应这个变幻不定的社会现实，不

断寻找新的话题和新的符号，并更加关注自身的批判精神和文化的自省精神。鲁虹则认为

新兴水墨究竟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艺术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当代绘画

需要与传统建立一种联系，找到其当代性和独有的民族身份。二位代表的发言都抓住了当

代水墨艺术的发展命脉，一语中的，言辞中肯。 

    就60年版画的发展，尚辉围绕社会转型与艺术观念的关系，将新中国版画的三次审美

转换分为：纯朴的诗意、乡土•风情•形式和本体语言与精神图像。齐凤阁认为近年的版画

属于常态发展，即转型后的多向拓展，其中存在各种问题也属正常，但如果缺少对问题的

理论关注与深入探讨，画种的健康发展很难做到。孙振华、陆军、邹文等的发言主要围绕

雕塑问题展开。陆军认为如果我们把60年分别放入此前近百年和此前近三百年这两个时间

框架中加以审视，那么，政治和经济对新中国雕塑的影响就不应再被一般性地当作负面因

素简单看待。因为，三百多年来的世界文化交流史，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为争取

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历史，这两个历史时期及其基本性质，都决定了政治和经济因素对

60年雕塑发展的影响是必然的。在这种必然性中，又内在地包含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社

会对民族复兴和文化自觉的本质要求，而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要求所指明的历史进程至今远

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孙振华和邹文分别从创作实践和史论研究的角度阐释了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雕塑的发展状况。曹晓鸥以“设计启蒙”为题，述评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设计

的发展路径与取得的进步。 

    黄宗贤、康书增、宋晓霞等代表的发言主要涉及新疆、西藏、江苏、浙江、上海、广

东等地域美术的发展状况，由此从地域性美术的视角补充和深化了我们对新中国美术的全

面认识。陶咏白、江梅的发言围绕“女性艺术”展开，她们从自我的亲身感受出发，厘清

了“女性艺术”的定义及内涵，对新时期女性艺术的发展进行分期，梳理了女性艺术由摆

脱共性到找回“自我”、彰显“大我”的转变历程。 

 

美术史论研究的推进与美术教育的得失 

    60年来，随着民族的振兴、文化的发展、美术创作的兴盛、美术思潮的更迭，中国的

美术史论研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薛永年言简意赅地勾勒出新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发

展的两个阶段（1949至1976，1976至今）的大体脉络，观察60年来中国美术史论研究事业

的发展，大体可以围绕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提供的新材料，找到相应的新方法。他还提示

学科的发展要求美术史学者切忌追随时风，急功近利，而要重视对古代传统和西方美术史

学的双向深入，特别是国学传统，立足于体系性的通盘了解后，结合自身研究实际作出自

觉性的战略抉择。杨斌以“理论需要自觉，更需要自信”为题，客观审视了新中国美术理

论的发展历程，认为“论从史出”的理论研究方向是建立“中国美术观”的基础，我们今

天的美术观多受西方艺术形态理论的影响，一般是以绘画和雕塑形态为核心和重点，相应

地“工艺美术”退居到边缘地位。如果我们从更加生活化的朴素视角来审视历史，就会发

现中国人更看重那些和实用密切相关，存活、蕴含于实际生产和人伦生活中的造型创造，

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工艺美术”范围。可以说，“工艺美术”最能突出展现中国最为普遍

也最为深厚的中国美术观。建立“中国美术观”的基础是尊重中国的美术历史，从中申明

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和依托的旨在复兴民族文化的“中国美术观”。张敢谈到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正逐渐走出“编译”状态，朝着具有独立学术精神的方向发展。 

    建国60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美术教育也有许多得失经验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

林木的发言概括了建国60年中国美术史论教育的格局与脉络。曹庆晖以中央美术学院第一

代中国画教学集体为例，剖析了“三位一体”（以写生为核心、以临摹为援补、以创作为

目标的写生、临摹、创作结合）的教学结构所具有的独特意义。陈醉认为，艺术理论教育

应注重前沿意识、树立问题意识、明确作文意识，而前沿不等于前卫，新问题也未必属于

前沿。这种从具体微观问题入手的研究，对于当下的艺术教育和艺术研究者都具有现实启

示意义。 

    研讨会闭幕式于11日下午举行，邵大箴作了总结发言。他首先肯定了此次会议的学术

讨论成果，指出每位代表不同的视角、经历、体会及学术观点，共同促成了研讨会众家争

鸣的良好氛围，也正是这种差异性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美术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他也

指出如何更好地团结艺术家、理论家齐心协力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是我们需

要继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配合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和中国美术馆合编的《成就与开拓—

—新中国美术60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文集共收录提交会议的

论文80篇。 

 

                                            孟繁玮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相关文章

  中国美术家协会举行成立60周年庆典 2009-12-30

  中国美术家协会举行成立60周年庆典 2009-12-30

  （最新通知）辉煌60年全国普法万里行书画巡回展征稿 2009-11-11

  革故鼎新 铸造辉煌：新中国美术60年 2009-8-20

  纪念中国文联成立60年大会召开 2009-7-27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文艺工作回顾和总结 2009-7-27

  中国美协成立60周年：随共和国同行 与新时代共鸣 200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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