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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法兰西学艺

中国现代艺术家赴海外留学始于19世纪末，到20
世纪上半叶，有大量艺术家负笈海外留学和游学。起
先以留学日本为主，后有留学英国的李毅士、留学比
利时的沙耆、留学意大利的符罗飞等，而留学法国的
艺术家为数量之最。

彼时的巴黎，已然是世界艺术之都。印象派、野
兽派等多种艺术流派异彩纷呈，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
的艺术家。

20世纪上半叶，一群中国艺术家登上“波尔多斯
号”邮轮，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远航，到达法国巴
黎。在塞纳河畔，中国艺术家的身影成为当时巴黎画
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最早一批留学法国的艺术家是 19 世纪初的吴法
鼎、王如玖、李超士、方君璧等。1911年，吴法鼎由
河南省选派赴法国留学，初学法律，后改学油画，成
为首位留法艺术家。

1919年至1920年，蔡元培等组创的留法勤工俭学
会倡导通过多种形式保障青年学生留法，先后组织了
1600 多名勤工俭学生赴法学习，其中就包括林风眠。
1918 年底，林风眠跟随赴法勤工俭学团来到巴黎，
1920 年进入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并于
1920年9月转学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

1919年，在蔡元培的争取下，北洋政府第一次划
拨出一个公费留法名额给美术专业，获得这个名额的
就是徐悲鸿。他同样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

林风眠、徐悲鸿这两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产生
巨大影响的留法艺术家，均于1926年回国，进而开创
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新局面。

从现有资料看，吴法鼎、王如玖、李超士、方君
璧等是艺术家中留法的先驱，林风眠、徐悲鸿等则是
留法的先行者，而留法学习艺术的高峰是在1930年至
1934年，其间有25位中国艺术家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
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塑。除前文所述，19世纪20年代至
30 年代的留法艺术家还包括常玉、吴大羽、潘玉良、
吕斯百、唐一禾、李金发、吴作人、萧淑芳、谢投
八、秦宣夫、常书鸿等。

当时，留法艺术家大多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学习，以油画、素描、雕塑为主要研究科目。在这

里，他们有的倾向于学习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现实
主义、写实主义，有的则对西方现代主义诸多流派展
开探索。

20世纪中叶，留法艺术家的代表有吴冠中、朱德
群、赵无极，他们后来被称为“留法三剑客”。

创作融合中西

1933 年 4 月，常书鸿、刘开渠、曾竹韶、王临
乙、吕斯百、唐一禾等一批留法艺术生，在巴黎常书
鸿寓所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从成立到20世纪50
年代，学术活动一直延续了 20 余年。其成员既有绘
画、雕塑、音乐、建筑等专业的艺术生，也有物理、
化学等专业但爱好艺术的留法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大批中国留法
艺术学会会员回国，投身保家抗敌的历史洪流中，同
时也成为中国美术教育实践的积极推动者。其他在法
的成员，也通过举办中国书画展览义卖、出版抗战救
国专刊、购买救国公债以及长期认捐等多种形式支持
国内抗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吴冠中毅
然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回国之前，他给老师吴大羽去
信说：“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的
画室，而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
赶快回去，从头做起。”

一大批留法艺术家负笈归来，大大改变了中国现
代美术发展的面貌。他们不仅带来了欧洲“正统”的
古典主义、写实主义以及学院派的艺术理念，同时还
带来了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开启的现代艺术思潮。

从时空上看，中国留法艺术家经历了中国社会
现代转型、学院美术教育机制的变革、抗战美术的
现实诉求等，他们在艺术思想和创作观念上不断适
应新的需求，将留学所学用于实践，融合中西，形
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

比如，刘开渠、王临乙、曾竹韶、滑田友等留法
雕塑家，主要参与了1958年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
碑浮雕组画的创作。这是将欧洲纪念性雕塑形态融入
新中国国家艺术创作的生动案例。又如，徐悲鸿引入
法国写实主义绘画改良新国画，其确立的现代中国人
物画造型体系影响至今；林风眠、吴大羽、吴冠中、
朱德群、赵无极等艺术家吸收法国现代艺术思想的新

表现、新创造，也是中西艺术交汇融合的生动实践。

交流更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深入发掘和研
究，留法艺术家的思想和创作不断被重新认识。

2019 年初，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先驱之
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 （1911—1949） ”展
览。展览从多家艺术机构、藏家和艺术家家属处萃聚
了 40余位留法艺术家 200余件作品，集中勾勒了留法
艺术家群体鲜活的轮廓。同年，中国美术馆在法国巴
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感知中国·意在巴黎——庆祝中
法建交 55周年暨纪念留法勤工俭学 100周年中国美术
馆馆藏精品展”，将徐悲鸿、林风眠、庞薰琹、颜文
樑、刘海粟、刘开渠等近20位留法艺术家的作品带到
法国，并邀请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参加同期举办的“中
法美术交流百年学术研讨会”，增进了法国艺术界对中
国艺术的了解。

近年来，包括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
术馆） 等在内的美术机构，举办了吴冠中、朱德群、
秦宣夫、滑田友、唐一禾、吴作人、熊秉明、王临乙
等留法艺术家的个人展览，通过系统性的文献梳理、
研究和展览策划，推动学界重新思考留法艺术家群体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语境下的艺术理念与精神，并
重新认识和评估他们在中国现代美术历史上的作用和
贡献。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一
系列文化艺术活动正在广泛开展。在“2024年中法精
品人文交流活动清单”上，还有上海西岸美术馆将在
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
等。这些活动皆着力于推进中法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
度，共同展望中法文化交流的未来。

回望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家留学法国的历史，
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国艺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上的
印迹。留法艺术家的创造跨越文化，融合中西，不仅
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也为中法文化艺术的交
流互鉴搭建起宽阔桥梁，影响延续至今。如今，更加
丰富、便捷的交流在中法两国艺术家之间展开，中法
艺术必将碰撞出更加绚丽的火花。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日前，由中国美术
家协会、浙江省文联、
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
的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大
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
馆举办。展览分为“太
空 史 诗 ”“ 寰 宇 大 观 ”

“ 仿 生 格 物 ”“ 无 尽 洞
天”4 个板块，从 1.2 万
余件报名作品中遴选出
210 件作品参展，涵盖
CG绘画、数字影像、交
互 艺 术 、 混 合 现 实

（AR、VR、MR）、生成
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生
成式人工智能 （AIGC）
以及其他与数字技术深
度融合的艺术作品，旨
在梳理当代中国数字艺
术的创作成果，彰显数
字艺术的社会价值。

从数据生活到数字
文旅，从太空史诗到元
宇宙洞天，从未来科幻
到数字考古……通过对
文化图景的重新编码，
展览呈现出艺术与数字
科技的深度融合，勾勒
出美学与技术激发出的
新想象。

在展览中，国家天
文台的“深空”研究丰
富了航天文化，唤起更
多 人 对 星 辰 大 海 的 热
爱；中科院国际大科学
计划“深时数字地球”，
助力人类对行星历史和
生命演化史的前沿探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阿
里云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美术学院创新
设计学院计算艺术研究所所长胡晓琛团队的混合
现实作品 《何以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
数字艺术大展》，首次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移动
化、全沉浸、交互式的时空框架，实现“崇龙尚
玉”红山遗址、“文明圣地”良渚遗址等10个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重点考古遗址复原的线上展出，通
过探访文明成果、体验祖先生活，再现“中华何
以五千年”的伟大辉煌。

《情绪几何》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费俊、数学
家许晨阳以及心理学家刘正奎进行跨学科合作的
艺术实验项目。本次展出的是阶段性成果 《情绪
几何》4.0版本。作品邀请观众站上交互台并与之
互动，触摸者的情绪会通过心率等生理数据采集
设备记录并计算出来，生成一个个“因人而异”
的情绪化动态三维图形。

展览中还有不少AIGC作品。艺术家屈非塬团
队的《基于AIGC的齐白石动态国画艺术展》以齐
白石的草虫、花木、禽鸟、水族等作品为素材，
通过训练生成数字影像，旨在展现创新与传统的
融合之美。艺术家刘鑫、吴静远的 《编舞，建
筑，人工智能》 以动作捕捉数据为主要输入，结
合一系列参数化运算和人工智能机制，在抽象的
身体上与空间中生成不同层次的“皮肤”。在作品

《共书竹风》中，艺术家曾真与人工智能协同设计
了一套融合汉字结构与竹枝竹叶形态特征的竹风
字体，构建出虚实混合交互方式，引导大众重温
书写体验。

主办方表示，数字艺术不但建构起一种“人
文科技双向会通”的创作新领域，而且形成了一
个庞大的视听体系和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和创造
性张力值得期待。数字智能正不断生产出新的应
用场景，通过与艺术的耦合，对大众的感官知觉
和现实感觉进行新一轮开发与整合。

本报电（闻逸）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新
征程 新篇章——第八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览”日前
在浙江宁波举办。据悉，本次展览采取征稿和推荐
相结合的方式征集作品，于 2023 年 7 月面向全国公
开征稿，同时通过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推荐作
品，共收到投稿作品 1364 件，最终 146 件作品入
选。这些作品以连环画的表现形式，描述新时代以
来全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人物故事。

主办方介绍，在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架上连
环画展览与时代同行，深耕主题创作。自首届展览
举办以来，连环画作为“架上绘画”走进展厅，构
建了大众对连环画新的认知，以更大的尺幅满足展
厅呈现和印刷出版的双重需求，是连环画的重要变
革，也开辟了连环画发展的新路径。

近年来，架上连环画展览充分利用新媒介、新
技术，使连环画在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上都有了新
的突破，并通过巡展等方式，将优秀作品推向全国
各地，起到以美育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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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现场 主办方供图

全国架上连环画展览举办全国架上连环画展览举办

绘就中法艺术交流的动人风景
——从20世纪上半叶留法艺术家说起

魏祥奇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
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
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
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 140 余
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
流脉络。

这个展览与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
馆） 举办的“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
冠中艺术大展”以及年初在中国美术学
院美术馆举办的“大道无极——赵无极
百年回顾特展”，共同关注20世纪上半叶
中国留法艺术家群体，重温那段中法文
化交流的历史。

在20世纪中国美术波澜壮阔的历史
长河中，这批留法艺术家是浓墨重彩的
一笔。他们胸怀抱负，远渡重洋，前往
当时的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负笈归
来，他们带回了新的创作理念和美术教
育方法，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
绘就出中法文化艺术交流的动人风景。

▲ 鼓楼远眺 （油画） 秦宣夫▲ 鼓楼远眺 （油画） 秦宣夫

▲ 踢毽子 （雕塑） 刘开渠
▶ 喜马拉雅山之林 （油画） 徐悲鸿

▲ 绍兴河滨 （油画） 吴冠中▲ 绍兴河滨 （油画） 吴冠中

共建文明百花园
中法建交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