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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问：当我们梳理黄宾虹的艺术成就时，会发现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无时无刻不贯穿着一种对民族文
化的自信，您认为黄宾虹这种自信的动因是什么？　　龙瑞：所谓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来做自信
的支撑。黄宾虹就是将中国绘画和中国文化紧紧地统一在一起的。无论在理论梳理还是具体操作上，
他都将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浇灌在他的绘画园地中。没有文化的滋养，绘画的花朵是难以绽放的。　
　黄宾虹所处的时代，正是中西大冲撞之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具有不小的影响，这不仅是某个人
缺少文化自信的问题，而且是当时整个民族都缺乏自信心。在此种环境中，黄宾虹选择了逆向而行的
治学道路，他努力从民族文化的根源上寻找出可供新时代利用的鲜活资源，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明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顽强的生命力。　　将文化自信落实在具体个人身上，是有特定所指的。徐悲鸿、
林风眠想借助外力来影响中国绘画的走向，其自信态度不可谓不强。但是，文化的发展仅靠外力是难
以实现的，它更多的是从内部生成、发展和壮大。黄宾虹努力把传统的“旧部件”转化为“新功能”
，就是想从传统内部解决中国画发展的问题。　　问：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比较，在文化自信背后
的内容上，黄宾虹可能更博大一些、全面一些。对国学的梳理占了他一生很大部分的时间，但在具体
的实践操作上他却从最基本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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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美术学研究文萃》内容简介：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学术特色，可上溯到1953年成立的
的中国绘画研究所。1954年，绘画研究所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黄宾虹为第一任所长，王朝闻为副
所长。研究所的设立，体现了国家着手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继承、保护和发扬的宏观思路。基于这样的
宗旨，研究所初创便有计划地开展了三方面工作：第一，研究中国绘画史与绘画理论；第二，研究中
国绘画创作的技术问题，第三，组织画家开展创作活动。这种关注本土文化资源、富于实践品格而又
脚踏实地的学术理路，历经几十年的积淀，日渐凸显为美术研究所的学术传统。
1957年，民族美术研究所改称“中国美术研究所”。1975年，中国美术研究所与中国音乐研究所、中
国戏曲研究院合并，组建为文化部直辖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国家级最高艺术研究机构。其后，美
术研究所内部的机构设置逐渐完善。1981年，由王朝闻、朱丹、蔡若虹等担任导师的一批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留所工作，科研力量更趋充实。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美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在原始美术、宗教美术、石窟与陵墓艺术、古代绘画与书法篆刻、民间美术、漫画史论、20世纪油画
、陶瓷及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领域的研究都获得喜人成绩。期间承担的多项国家重点项目，如十二
卷本《中国美术史》、十四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十卷本《20世纪外国美术丛书》等都已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美术史论》和《中国美术报》，在当代美术进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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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编 美术理论探索　　长驻春光在素笺　　国画笔墨简论　　双年展之母　　我的“世
纪三大新猜想”　　书法艺术摭论　　静穆的法式与狂热的心灵　　澳门近代绘画三题　　看图说话
　　20世纪的美术话语　　繁荣与多样　　伊斯兰建筑中的阿拉伯书法艺术　　“再现”山水　　视
觉艺术与人类学笔记　　　　第二编 美术史研究　　从环境艺术角度看北朝摩崖刻经　　喀拉墩遗
址N 61、N62佛寺初探　　从杨子华的绘画题材看北齐皇室的腐化生活　　远观近话巴米羊　　少林
寺的壁画艺术概览　　论原始巫术对服饰文化的催生结果　　中国民间吉祥艺术　　枕顶绣的造型工
艺　　“误墨成蝇”的叙述寓意　　任伯年的人物画　　“南陆北李”之我见　　苏轼书法传评　　
　　第三编 美术批评视野　　未来大师就在我们当中　　走中国油画的自主发展道路　　艺术市场经
济学概论　　消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美术　　腕中有鬼爱媛翁　　从户县农民画看中国
农民画之美　　关于建立艺术品鉴定科学体系的思考　　浅论文艺评论中的“同情心”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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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中国画，不外乎形、色、笔、墨、心、手、眼七个方面。道理其实很简单。绘画本身是形和色
的语言，本质上是用形和色来表达社会文化观念。心物、体物、物象转化为形、色，形色转化为笔墨
之后，才能转化为绘画。中国画就是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来处理形色。现在所谓的“规范化学术语言
”把中国一个很简单的词“画画”翻译成“创作绘画作品”，但是实质上这两种表述的含义不一样。
“画画”已经说得很明确，画的是“画”，一笔一画，一点一画的“画”，也就是绘画的语言，把绘
画语言变成非常纯化的东西才能叫“画”。如果用“创作绘画作品”来翻译“画画”就不对。倪云林
敢说他画的为麻为芦，是逸笔草草，就是说在画“画”。　　形和色是社会文化观念的共识，是一种
文化对绘画语言的认识。色是一种“相”，形是一种“象”。象是心对物的认知，是社会认同的心理
机制，所以我们看东西有物、有迹，还有象（比如气象）。我们观照的对象有很多，有物象、形象、
迹象、名象四类。这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中国、西方都一样。但如果认识方式不一样，认知结论也就
不一样；眼光不同，看法就不同。　　中国画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秦汉文字未统一以前，画画是在
画画；秦汉以后，画画已不是画画，是画痕迹、物象、对象、气象。元代以来，画画回复到还是画画
。秦汉以前，画画的笔法不自觉；秦汉以后，拓展了笔法的领域，元以后，是笔法的自觉。所以，在
第一个阶段中国画没有样式；第二个阶段中国画就只有样式、样本，但没有个性，不存在笔墨独立的
语言。此时，画画要和各种对象、各种自然物体发生联系，就会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笔法，所谓皴、擦
、点、染、飞、白、烘、托。后来发现，画画的目的成为问题。画画是为了表现对象吗？不！元代以
后才明白，笔墨就其语言本身就有功能，于是把画画的目的最终回归到艺术语言，画画不过是画逸笔
草草、闲笔了了。这第三个阶段就是讲究独立的笔墨个性。要谈中国画的笔墨，这些问题一定要搞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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