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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文化改良》

内容概要

《渐进式文化改良:以民初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是杭春晓的博士论文。论文考察
民初北京地区传统派中国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并由此探讨了20世纪传统派中国画的变革方式、成果和
意义。北京地区的传统派画家曾长时期被视为反对中国画革新的“保守派”。新时期以来，这种看法
受到了学界的批评，以“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为代表的北京传统派画家也得到了相对客观的评
价，但对于这些画家乃至整个20世纪传统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认知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有力地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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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文化改良》

书籍目录

第一章导论 一、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与材料选择 二、课题研究现状评述 第二章认知眼光与20世纪中
国画“传统派”之命运 一、矛盾与简单——“熟悉化”之知识经验 二、强弱之变——认知心态与文
化接受 三、真实与误读——民国时期的激进与传统 四、“熟悉化”经验之形成——建国后的传统派 
第三章图像的背后—博采新知而精研古法 一、关于图像分析方法之反思 二、两则临摹案例与画面之
非传统因素 三、“略参西法”的图像——“博采新知” 四、“新知”背后的“传统”根基 五、尊重
传统之渐进式改良——“精研古法” 第四章温和与激进：两种文化姿态的形成 一、取道西法——激
进革命之口号 二、激进之外的选择——渐进式改良 三、文化姿态的选择——温和与激进之分离 四、
温和与激进观念异同之厘析 五、国粹思潮与绘画资源之开放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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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文化改良》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五、尊重传统之渐进式改良——“精研古法” 当然，本文所说“改良”，与在画
学中否定传统的“康有为”不同。此处“改良”，是指艺术形态获得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裂变突
进的革命，不是在否定中寻求发展，而是在肯定中寻求变更，以传统既有形态为基础，实现温和而渐
进的转变。诚如郎绍君先生曾指出的：“它并不否定创造，但首先要求认真继承前人的经验，在看懂
、读熟传统的基础上推进、循序渐进，而不是断裂、突变。后者是艺术史上更为普遍的现象，古典艺
术的变革演进大抵属于这条途径。””“就绘画而言，“改良”排斥进化思想，即绘画形式并不因为
时间序列的前后而产生递进的等级关系，作为人类视幻觉表现形式的各个时间段内的绘画样式，都有
着自身价值，不存在“新”“旧”。所有过去形式都是一种既有经验，理解这些既有经验并在各种经
验的渗透中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进而产生不同于以往但又存在联系的视觉经验，即为“更新”。所
以，它强调对传统绘画的学习与理解，反对简单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因为绘画无所谓“新”“旧”
进化，所有绘画形式都可以成为借鉴对象，其中自然包括了非传统的异域经验。所以这一类型画家会
相对包容地接受非传统的西画经验，甚至学习它们并试图将之消融于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中。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文化在遭遇冲击时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之一，正如魏晋青绿山水之于佛教绘画、
宋词之于塞外曲调等等。此种方式与革命式的“冲击一回应”时常相伴而生，成为文化碰撞时两种常
见形式。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正处于这种碰撞期，因而出现了大量激变、断裂式的文化革命
，同时也出现了相对温和的文化改良。诚如郎绍君先生曾言：“但是，‘以复古为更新’仍然是一条
大路。清末民初，在上海、北京、广州各地出现了很多书画艺术社团，这些社团几乎都以保存国粹、
研究传统画学为旨归。⋯⋯著名画家王一亭有八个字的评价，日‘新旧冶熔，故步不封。’似乎比较
准确。⋯⋯胡佩衡、秦仲文、吴镜汀、刘子久、陈少梅、徐燕孙、刘凌沧、张其翼、田世光、何海霞
、梁树年、启功等一大批画家，大多依循这一原则。”对此，我们或可以这样看：民初这批传统派画
家的改良性质，正是中国文化面对外来冲击之际，试图实现自我更新，而非自我颠覆的文化姿态。

Page 4



《渐进式文化改良》

编辑推荐

《渐进式文化改良:以民初北京地区中国画传统派画家为中心的考察》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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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在这样的复杂情境中，春晓能够把宏大叙事和细微的图像分析结合起来，并特别指出对20世纪“渐进
”“激进”的讨论，不是为了给“传统派”做“平反”文章，而是为了反思曾被忽视的传统艺术的价
值，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接近历史的真实性”。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我是十分赞成的。 ——郎
绍君 就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与手段而言，一个“无法真实”的起点与一个“力求真实”的方式，共同组
成了看似矛盾却又统一的对立体。历史研究者，正是在这对矛盾中寻求深入、突破。当然，这种深入
与突破，我们或可称之为结论，然就严格意义看，称之为“认识结果”似乎更为准确。 ——杭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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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行吧~~可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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