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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讨论

谈当前中国画坛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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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传席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中国画创作中的中西融合、中西结合这一问题。原来对于中

西结合、中西融合我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最近才发现这是个问

题，需要很好的研究。 

 

        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徐悲鸿主张“中西结合”，而且是“中西合璧”的典范。

徐悲鸿的学生也在说，我们要沿着徐老师提倡的“中西合璧”的道路一路走下去。可是

我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徐悲鸿在理论上并没有正式提过“中西融合”的问题。通过一些

研究又发现，徐悲鸿不赞成“中西结合”，更反对“中西合璧”。他称之为“中西合

瓦”，主张“中西分璧”。合瓦就是两块瓦合在一起，是低贱的东西、粗糙的东西的结

合，分璧是两件美好东西的分开。璧与瓦的区别是很大的。思想比较深刻的人，一般也

都不提中西结合。毛泽东提“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鲁迅是“拿来主义”，拿来为我

所用；张之洞则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都和“中西结合”、“中西合

璧”的精神不同。中西艺术是否要结合还可以讨论。但是就目前来说，这样讲缺少主体

意识。现在不提出以谁为主的问题，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我不主张“中西融合”这

一提法。发展中国的文化要有主体精神，中西融合到底是中还是西，融合出来的东西是

什么。用水墨画线条，用油画颜料在上面涂颜色叫中西结合，这样可以吗？那不成画。 

        外国在吸收中国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讲西中结合、西中合璧。西方人看重自己的

艺术，看重自己的民族，但不保守。他们认为，吸收一点中国的艺术来发展自己的艺

术，并不是要把自己的艺术变成半西半中的东西。他们要的还是自己民族的艺术。因而

不必大惊小怪地称之为“中西合璧”，更非 “中西结合”。他觉得自己的绘画就是最

好的，吸收点你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反映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优越感的问题。每

个民族都觉得自己是优越的，这样才能发展。自己觉得自己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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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只有中国的一部分人咒骂自己的艺术不行。 

        中国绘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西方绘画同样是很深的学问，把中国画画好不容

易，把西画画好也很不容易。在两个都不容易的情况下，还搞融合，能创作出好的东西

吗。融合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吗？到目前，我们都承认的中国画大家还是齐白石、黄宾虹

这批人，搞中西结合的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所以中西不能融合，只能是吸收一

方、发展一方。 

        我主张洋为中用，吸收外国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样就有一个主体在里面。 

        艺术讲究个性，没有个性，就不能成为艺术品。一个国家的共同文化产生的个

性有共性的东西与西方交流，如果不保留自己的个性，没有抵抗性，就也可能被别人俘

虏。你看西方的东西很好，学习一下，中西结合吧，实际上不是结合了，而是把自己的

东西丢掉，搞成别人的东西，中国画的个性不存在了。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中国

画的特色，世界艺术中也失去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减少了一个特色。这样的创作时间

长了，还会对西方艺术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西方艺术也在不断地吸收中国的艺术。这

从毕加索曾经临摹过20多幅齐白石的绘画作品，莫奈的《睡莲》在创作之前，也曾临摹

的几幅画可以看出，明显是借鉴了中国水墨画的东西。马蒂斯也学习了中国的剪纸。这

就是说，西方的艺术如果不吸收中国的艺术也很难发展。中国的艺术如果失去了自己，

也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抵抗西方，西方一看你是学我的，我还怎么向你借鉴。这样

长此以往，西方的东西也会退化。所以搞中西结合，中西合璧的缺点一个是失去了中国

自己有特色的东西，第二个对西方艺术也是一个损失。因此，中国画在创作过程中，在

吸收、借鉴西方艺术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于是，这又必须弄清什么是中国画。 

        给中国画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清代有个人说过：“最模糊处最分

明，最分明处最模糊。”说中国画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除非你不懂

画。但是一下定义就模糊了。也有人说，如果是清楚的，就能下好定义，如果下不好定

义，就是不清楚的。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例如有人说：“黄永玉的画不是中国

画。”那又有人问：“什么是中国画？”这个人说：“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你怎么

知道黄永玉的画不是中国画。正因为在你心目中有一个中国画的标准，你一看黄永玉的

画，才会认为黄永玉的画不是中国画。但是，黄永玉的画具有中国的精神、气质在里

面，这精神气质是非常重要的。而在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上获得金奖的《生旦净丑》虽

然用中国的纸、中国的颜料，表现的是中国的东西，但它的精神状态不是中国的。 

        关于中国画的定义，我也已经考虑了很久，确实是很困难。外国有人讲，中国

的绘画是哲学的，欧洲的绘画是科学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有道理。中国绘画是有哲学的

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早期，主要是儒家和道家思想。早期的文人画，大部分是失意的文

人所画，这时就有老庄思想在里面，即用道家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画画。而这种传统习惯

势力像一种惯性似的延续下来了。或者有人说现代人不懂老庄，不懂道家思想，不也照

样这样画画吗？是的，他们虽然不懂老庄，但已从传统中延续下来了，也就不自觉地在

绘画中含有这样思想。可是，如果他懂得老庄思想，懂得中国画的哲学，他的绘画就更

自觉、有更深刻的内涵。实际上，画得好的画家，还必须走这条路。现在许多画家实际

上是画匠，他没有什么文化，看别人画，学一学。现在画画的人很多，但是不可能出大

画家。中国古代，从顾恺之、谢赫到董其昌、石涛，他们都是大理论家兼大画家；近现

代公认的几个大画家，傅抱石、黄宾虹、潘天寿都是美术史家，都相当懂中国传统，对



中国的绘画精神状态都十分了解，所以他们一画就好。现在，很多画家对中国绘画的哲

学不十分了解，对历史也不了解，乱画。有的还在讲，风格不一样。实际上那不是风

格，那只能叫花样。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花样出来，还都自认为创新了一种风格。我看还

没有一种像样的风格。花样和风格是不一样的。风格是由深厚的修养和深厚的文化素质

基础奠定起来的。花样则是想出来的一个点子。 

        什么叫中国画，我们现在只能下一个大概的定义。其实，西方绘画的定义也是

很难界定的。这是一种感觉，但是这是一种具有深厚意蕴的感觉。不过物质材料还是可

以确定中西绘画不同的一个基础。油画用是以油调的颜料，中国画是用水调的，用的是

中国的笔、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和风格，虽然面貌和风格不一样，但是一看

还是中国画，这里就有中国画的精神所在。中国画一个要有精神上的东西，另一个要有

修养。学黄宾虹的人不知有多少，几代人都在学黄宾虹，但真正理解黄宾虹的人十分

少。所以，如果硬要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是这样的：中国画是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指导

的，反映了中国的精神的绘画。 

        最后，我再谈谈中国画发展现状。 

        目前的中国画处在一种浮躁的状况下，再一个就是思想混乱。我曾对想学画的

人说过：“学画最好要以一位优秀的古人绘画作为标准，另外再学一位现代人的绘

画。”可他们说：“古人很好选，石涛、八大山人、王蒙都可以。现代人，我们选谁

呢？”我想了想，现在活着的画家确实没有值得学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过去的人画

画，就是要把画画好，他没有想要创立什么别致的风格。而画画好了，一种风格也自然

立了起来。目前在经济大潮下，画家则是要赶紧卖画。怎样才能卖画，要炒作。炒作就

要请人写文章，请人写文章，就要写风格在哪里，那就要赶紧建立自己的风格。而建立

的其实不是风格而是花样。目前中国画创作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是为名，一是为钱。现

在没有人好好研究绘画，画传统不懂传统，画现代派不懂现代，这对中国画的发展是极

大的不利。但是，造成这种状态至少有20℅是无可奈何，因为人要生存。齐白石在早年

时也是为了生存，有一次他画画卖给盐商，为了投合盐商的喜好，他画得花花绿绿，庸

俗得很，他自己说用了二斤石绿。但是盐商看了很高兴，当即给了他320两银子。他用

这笔钱买了很多地和一处很大的宅地，他的生活有了保障，他吟诗作画有了更好的条

件。看来他投合一下还是值得的。实际上，他后来有了钱了，就不再投合任何人的的口

味了，一直在艺术的道路上奋斗，最终创作出来自己的风格。 

        现在有一部分画家完全有能力专心研究绘画，因为他的经济能力已经够了。原

来我曾经反对吴冠中，那是因为我只是从报纸上了解他。现在我对他作了深刻了解后，

又比较赞同他了。我觉得他有的画画得不错，虽然缺少传统的东西，但他从西方学到许

多。比如在形式美这方面作了努力。据说，他也不是太有钱，但他在生活问题解决后，

又在搞研究，这一点，我很赞同他。我觉得很多画家在生活问题解决后，不要再为了钱

而去制作画。钱是需要的，但是有了钱之后，就不要继续再画钱了。我觉得如果很多画

家头脑清醒的话，应该能理解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一点很难做到。大部分画家在社会

干扰下，还是在卖了又卖。其实社会的干扰还是能克服的，主要还是画家本人自己要有

目标。有的画家就总是在比车子、比房子、有这样的思想，就画不好画。画家应该在艺

术上好好比一比，因为有一部分人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其实中国画是应该从青年做起的，幼功很重要。技法到年龄大了，可以练，像

 



近现代大家吴昌硕是近50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画，但学问到50岁就晚了。读书必须早，读

书晚了，效果是很差的。我有一朋友学了几十年外语了，在国内学20年，到国外又学了

10多年，外语仍然不过关。而他的儿子到美国三个月就可以教他，这就是年龄的原因。 

        没有学问学养的人当不了大画家，学养必须提前学，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也成

问题，忽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博士生，在送我书时写的是：“请陈传席老师拜读

后指正。”中国文化的底子很差。现在中国画专业招生的方法也有问题。我觉得招生不

应该只采用画素描一种方法，因为素描与色彩是学习西画的基础，但是现在学国画的人

也在考素描和色彩。以西画的基础来进行中国画的学习，那怎么可能呢。中国画与西方

绘画本身就是两种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画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

们招生一开始就看文化水平如何，古文基础好不好，能不能写诗，书法好不好，然后按

照中国绘画的方法训练，这样就有可能培养出一批大画家。 

        我还考虑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徐悲鸿和林风眠的区别。林风眠就强调中西艺

术调和，他不注重民族精神，他要发展时代艺术，他的时代艺术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

国的，只要画好了就行。但是，赵无极、朱德润等人画出来的已经是西洋画而不是中国

画；而徐悲鸿强调民族精神，实际上是强调中国画的主体艺术。所以，受徐悲鸿思想影

响的画家画出来的都是中国画，像蒋兆和、李可染等人，虽然吸收很多西画的内容，但

他的画是中国的；李可染虽然是国立杭州美专毕业的，但是他后来抛弃了中西调和，从

徐悲鸿这条路线走了下来，他画出来的也是中国画。我认为主体精神是要强调的，一个

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那是不行的。  

（陈传席讲演  仇健 石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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