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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批评家精神和批评家生存发展环境

李树森：当下经常看到到处唱赞歌的美术评论家，其实

时代渴求真正的批评家和美术史家，也需要说真话的环境，

甚至有人说现在处于美术批评缺失的状态，艺术史研究也

学风浮泛。在中国书画界都知道，您是一位“另类”人物，是

具有重大影响的，极具胆气、正气、狂气，敢讲真话的美术评

论家，经常对美术界的歪风邪气进行严厉批评，甚至敢于直

接批评文化界的“时贤前辈”。请问您觉得在当下，是缺失真

正的美术批评家及批评家精神，还是欠缺真正批评家生存

发展的环境？

陈传席：我们现在既缺失真正的美术批评家和批评家
精神，也缺失真正批评家生存发展的环境。

现在对美术界真正的批评，媒体限于各种原因不敢发
表，这使得真正的批评声音很弱。我觉得要鼓励、支持批评
家多讲实话，这样有利于美术的健康发展。

大家可以查一查相关资料，当年鲁迅批评梁实秋是多
么的言辞激烈，报纸照样发表，梁实秋也并没有因此去告
他。大家说我肯讲实话，大家看到的实话也只是媒体上能够
发表的而已。

真正的美术批评家也许有，但因为业界环境问题，使真
正的言论发表不出来，也就不再写了，这样很难确定有没有
真正的美术批评家。有一部分批评家，受上世纪 !"年代特
殊历史时期影响，只会歌功颂德，不敢讲实话。还有一部分
所谓批评家自身理论水平不高，却经常出席书画活动，艺术
家研讨会都沦为了吹捧会。艺术批评正在被人情和金钱绑
架，助推了浮躁，误导着大众，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现在有些书画家也容不得真正的批评，批评书画家真
正存在的问题，还可能会成为被告，甚至打输官司，这对文
艺的健康发展很不利，对整个中国美术界都是很坏的影响。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需要言词激烈一些，如果批评家对美术
界一些乱象和一部分不良书画家不能及时公正地批评，就
会助长不良风气蔓延。

首倡阳刚大气、正大气象

李树森：作为一个理论家，您博学多才、思想深邃、涉略

广泛，胸襟宽广、人格高尚，以考据深入、见解独特、语

言犀利、坦陈直言闻名画坛，是当代罕有的真正具备批评

家修养素质和审美眼光，且有强烈责任感与担当精神的美

术理论大家。作为理论家您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还是特

殊贡献专家，请问至今您提出的理论观点中最得意的有哪

些？

陈传席：最早我主要从事美术史研究，#" 来岁时写
了《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使我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来家里发生火灾，把我绝大部分
资料和书稿烧掉了，这样我就被动地投入了美术批评。

我首先提出了“阳刚大气”。认为“阳刚大气”的民
族绘画，才能体现时代精神、民族气质与精神，作为对民
族意识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应该引导中华民族走向雄强。
文章在《美术》杂志发表后，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收到来信
$%""多封，还有很多来电，都是赞扬的，后来据说有关部门
也赞成我的观点。提出“阳刚大气”，是因为当时随处可见画
家的作品存在过重的软弱阴柔之气，影响很不好。自此以
后，很多画家都把那种细细软软的线条改成有气势的了。这
篇文章产生的正面影响，对我鼓舞很大，鼓励我把美术批评
再搞一段时间。

第二提出正大气象。正大气象最早是我提出来的，发表
在《美术观察》和《书法导报》上，至今在书法绘画甚至整个
艺术领域都有良好影响。当时很多人把书法写得歪歪道道，
邪邪怪怪的，我说这种邪怪小巧的东西不是中国正统，中国
从古至今，从王羲之到颜真卿所有大书法家都体现出正大
气象。

第三提出文艺题材和民族正气问题。倡导艺术家要有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多创作弘扬中国人英雄气概的作品，
成为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而团结奋斗的歌
手。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改变了众多画家绘画的内容，
也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方法。

第四提出花样不是风格。画家应该注重作品个人风格
的形成，而不要沉迷于搞一些花样，这影响改变了很多画
家。

第五提出“骨秀”。骨秀是一种文化内涵的表现，腹有诗
书气自华，骨秀产生了，格调自然就高了。文野之分、雅俗之
别，骨秀也是评判艺术的标准之一。

文化艺术“强元”理念具有现实意义

李树森：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的综合国力落后

于西方发达国家，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的屈

辱历史。现在中国正处于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历史时期。民族复兴之梦需要文化复兴的支撑，我曾

提出艺术复兴应该成为文化复兴的先驱，并提出在“多元”

环境之下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强元”的理念，正主持开展在

中国美术多元局面之下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建设

中国画“强元”的课题。期望在混乱、无序，浮躁而迷茫的中

国美术界，以此推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促进形成多元有

序的发展局面。还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学术为核心的中

国画画家精英群体，并期望从中走出一批以作品说话的当

代中国画国际代言人。请问，您对我们的工作和“强元”理念

有何意见或建议？

陈传席：对您提出的“强元”理念，我是非常赞赏支
持的。虽然我没有提出强元这个名词，但是实际上多少年
来我的很多理论，也都是体现强元内涵的。而且只要是思
想家，不论是政治家、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艺术家，都
会在不同方面提出类似强元的理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理
论家、思想家。

凡是强调中西结合的人，可能会是个艺术家，但绝不
是思想家，思想家从不提中西结合，他们都有强元的观
点。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张之洞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又提出“分之则两立，合之
则两亡”；鲁迅提出“拿来主义”；徐悲鸿也反对中西结
合，他称之为“中西合瓦”，主张“中西分璧”。这些都是
强调学习西方用于发展中国，而不是我和你结合，都有着
明确的主体意识。所以，您提出的以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主
体艺术为核心，建设中国的强元文化、强元艺术，强调中国
元素和主体意识，也从理论上说明了学习西方东西是为了
发展中国文化艺术，而不是和你结合，我觉得更明确了，非
常正确，在实现中华文化艺术复兴的当下，具有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没有主体意识不行，一些提倡中
西调和的画家，培养出来的画家是西方画家。对于画家来
讲成就也很高，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他没有显示中国
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只是证明了西方艺术有强大的生命
力，证明中国人搞西方艺术也很了不起。当然中国人也可
以画西洋画，但是我们国家要有意识地加强中国画这一
元，强大她，证明中国的艺术有发展潜力，这方面是一定
要掌握好的。

还有在建筑领域，解放初中央就提出来，强调一定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了这些原则其他人就不能胡
来。但是现在似乎看不到原则，在全国，尤其在北京，很
多影响巨大的标志性建筑，甚至美术馆都是请外国人设
计。外国人设计肯定是外国的风格，为什么不倡导中国的
民族风格？这些标志性建筑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会促使
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和建筑风格的弱化，影响很不好。我
建议相关部门一定要提出正确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要找
有理论深度，而且有民族良心的真正的专家，听听他们的
意见，制定政策，按照政策贯彻下去。

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强元”避免沦为西方附庸

李树森：在全世界都在倡导“多元”的大环境之下，

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在“多元”的过程中，很多国家的

民族文化和艺术却被消解或消失了，中国的文化艺术也面

临着严重危机。针对此，我撰文提出在“多元”环境之

下，既要包容“多元”，更要建设中国的“强元”文化和

中国画“强元”，并希望中国文化和中国画发展成为世界

“多元”文化和“多元”绘画中平等对话的“强元”之一。

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陈传席：非常希望中国文化和中国画成为强元。现在
西方势力非常强大，工业革命使西方的科学发展优先我们
一步，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学者又提出欧洲中心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就要格外小心。一个强大的国家
不需要有多少防备心理，一切她都能融化进去，而在中国
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要防止外来文化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同
化掉。所以，我们就要强调、发展好中国的东西，强调中
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外国的大画家都学习中国的东西。德国有一个著
名油画家，他的画具有特殊风格，问他学谁的，他说是学
习中国黄宾虹的；毕加索学齐白石的画画了 $" 本；莫奈
画的莲花长卷作品，也是学中国的。中国人只要创造出中
国特色的优秀绘画，外国人就会承认。如果老是学习西方
东西，又想让西方人承认，很难，更谈不上和外国平等对
话。现在很多画家天天考虑外国人能不能看懂，考虑跟外国
接轨，把外国的理论拿来反复看，把外国的画拿来反复学，
争取跟外国人差不多，这是错误的。

必须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你不强调自己的特色，又想
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当中的一元，最终可能会变成西方的附
庸，那样再好也是弱元，不可能成为强元，甚至会成为消失
的一元。如何把我们最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继承好，发展起
来，还要有选择性地把真正好的且最有力量的东西筛选出
来，推到国外去，这是一个很急迫的大问题，你们在这方面

的呐喊与实践探索很有意义。

需要树立真正的中国画画家标杆

李树森：您曾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多降天煞星

和黑旋风。”倡导只有清除和扫荡文坛的丑恶和龌龊，才能

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我们也发出了在中国美术界拨乱反

正、正本清源，建设中国画“强元”的呐喊。我们是想梳理、树

立一批靠作品说话的中国画画家标杆起来，以正压邪，引领

中国画健康发展。咱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吧？

陈传席：是一致的。树立中国画自己的正确的标杆画
家，要靠有真正功力成就，有一定眼光的，且具有良知的，又
懂得中国传统的，正直的一批专家和画家，需要社会各界有
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对于那些个别虽然名气很大，但水平很差，人品很差的
画家，绝对不能提，提就等于承认他。若提可以从反面提他，
说他不行，如果不敢说他不行，就不提。是时候把本民族真
正的优秀画家给梳理出来，推崇起来了。那些真正好的画家
国家不去主动承认、树立，发挥应有作用，就使得一些不良
画家肆意乱来，搅坏了画坛风气。我觉得我与你们的思考和
目标都是一致的。

用西方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不切实际
中国文化艺术正被消解已到了危急时刻

李树森：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画家大量学习、研究、

引进西方的艺术思想和理念，大搞变革与创新。上世纪 &%

年代以来，过分强调市场化强势的西方现代大众艺术汹涌

而来，导致一些中国文化艺术西化严重，很多画家的中国画

作品中不中西不西，或花样百出却自称风格独特，甚至自认

为创造了新样式。现实的情况是 $%世纪，通俗大众艺术兴

起，并在近几十年来几乎占据主流位置，精英艺术相对失

落。在以上过程中很多画家的作品在精神性、民族性、笔墨

等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您认为中国画要实现真正发展，在

哪些方面必须坚守或加强？

陈传席：中国画一定要强调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文化。
西方绘画和中国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是“目视”，中国
是“神遇”，西方绘画称为视觉艺术，侧重形式，讲究形式美。
中国画的神遇是精神相遇，不侧重目视。黄宾虹的画没有什
么花花绿绿，主要就是水墨，但是一体会精神的内涵深得不
得了。而有些画家大谈中国画要搞形式美，这是不懂中西绘
画区别，不得中国画精髓要领的表现，搞出来的东西只能是
花样，不是风格。

西方人认为最美的花是玫瑰，喜欢画人体美。但是中国
的文人认为梅兰竹菊最美，在中国文人眼里梅花有抗严寒
的气节，竹子钢骨虚心是一种品质。中国人还喜欢画石头，
石头美在哪里？不依不靠有独立精神，天热天冷它仍然是那
个样子，不趋炎附势。这些都用于反映人的品格，升华到了
一种哲学的高度。中国画是哲学的，西方绘画是科学的，这
是所有国家都承认的。科学就是眼看着什么样就画什么样，
不注重精神上的东西，近现代中国的艺术已经对世界艺术
产生很大的影响，外国人也开始注重作品里的哲学内涵了，
这恰恰是向中国学习。而我们很多的中国画家却还在认为
西方的最好，甚至喜欢照搬西方的。

有些人老是想用西方的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那
是不切实际的，我觉得有关部门有责任引导中国人必须把
中国文化学好。现在西方的强大势力压了进来，中国文化艺
术正在被快速消解，已经到了危急时刻，再不扶植中国的东
西，其后果不堪想象。

理论先行是大师之路

李树森：您是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美术史论家之一，著

作等身，已出版包括《六朝画论研究》、《中国山水画史》、《中

国绘画理论史》、《中国绘画美学史》、《现代艺术论》等著作

'%余部，发表学术性文章 (%%%余篇，据美术界权威刊物

《美术》杂志 )&&"年公布，您的艺术史论研究强度居全国第

一名。我们知道顾恺之、谢赫、恽南田、石涛、齐白石等的绘

画成就和理论都影响巨大。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最早都

是从事美术史研究的，之后侧重绘画，尤其黄宾虹 !* 岁后

才主攻画画，他们都成为了一代大师。您虽把绝大部分时间

都用于研究古今中外理论和著书立说上，但却也在抽时间

研究和探索画画。您曾提出“理论先行是大师之路”的观点，

请问您也想追随古人，成为理论和绘画兼具的大家吗？也请

谈谈您自己的创作。

陈传席：理想是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是个问题。我的

创作也是对自己理论的实践，我的理论已经影响了一些人，
我还想用我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创作，证明中国画有发
展潜力。我所做的这些事情都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国家和
民族。我希望中国的艺术家能够体现出中国的民族精神，体
现中国艺术的丰富内涵和无限潜力。

我现在还是从事学术研究为主，画画为辅。等到一定时
候，我将要把主要精力用在绘画上。对于自己现在的绘画，
我知道还要再提高，但是对将来的绘画，我非常自信。因为
我懂理论，天下事有知而不能的，没有不知而能的。

腐败和利益促发中国画坛乱象

李树森：现今，中国画坛乱象丛生，包装炒作之风盛行，

您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陈传席：主要原因有两个，我们党现在惩治腐败是正确
的，很多腐败现象是画坛乱象丛生，包装炒作之风盛行的原
因之一。因为腐败现象的存在，有些时候办事需要送礼，就
有人有意把画家名气炒作大了，把画价炒作高了，这在国内
竟然形成了繁荣的礼品画市场。

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利益上的炒作。在大众审美普遍
有待提高的当下，给了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很多人为了利
益胡乱炒作画家，你画得很好，不能给他赚钱，也不炒作你，
画得很差，能帮他赚钱，他也炒作你。这两个因素是互相连
接起来的，如果没有腐败现象，第二种现象也很难生存。

中国画文化缺失严重 美术教育需改进

李树森：对于中国的美术教育问题，您曾说：“教育问题

尤其突出。当下的教育只是教授技术，而未传承文化。”您认

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之路该怎么走？您觉得中国画是否存在

文化缺失的问题？

陈传席：中国画存在很严重的文化缺失问题，美术教育
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画是讲究文化性的，文化水平一般的人很难成为
大画家，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绘画实际上也讲究文化，但
是技术性更强，对文化没有像中国画那么必要。恰恰现在中
国不够重视本民族文化，很多学生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好才
去报考美术的。其实美术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偏偏中国美
术教育不重视中国文化，所以教育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有些
美术院校也考古典文学，但考题没有深度，只是走过场，基
本没意义。而外语却是很严格的考，这说明对西方文化很重
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不够。

美术院校录取不注重文化基础，美术教育又不重视中
国传统文化，这是美术教育错误的一个方面，也是造成中国
画文化缺失的重要原因。

第二不应该用西方的绘画基础来发展中国绘画。现在
美术院校应试基础是西方的基础，考试考的是素描、色彩、
速写，这三个方面恰恰是发扬西方美术的基础。这是缘木求
鱼。中国画的基础是传统文化，是书法、诗词等，恰恰这个东
西美院招生又不重点考试，这等于从招生开始就错了。这两
点是中国美术教育不应该走的道路。

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这些问题使我感到非常的痛苦，
一个人如果对国家和民族没有责任心他会很好过，有责任
心的人是非常痛苦的。

慢称“家” 好作品的四个标准一个原则

李树森：据说现在咱们国家自称“书画家”者有百万之

众，更有很多人给自己封“王”，封“大师”。可是近两千年来

有作品传世的公认的书画大家却是很小的一个数字。您对

自称“书画家”或想成为书画家的人有何建议？对收藏或投

资书画作品的人有何忠告？

陈传席：想成为书画家的人，要好好锻炼基本功，不要
老是想成为什么大家。我顶多说我是搞美术批评的，我是研
究美术史的，我是画画的，从来不敢称呼自己是什么“家”。
“家”哪那么容易当呢？我给“画家”下的定义是绘画风

格的成熟，才能称为画家。要想成为书画家，你得了解一下
成为书画家的基本条件，首先必须要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
础，从小就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然后再练习绘画，这
是对想成为书画家的建议。

对于收藏家和投资书画的人，有个忠告，就是不要看书
画家宣传的知名度怎么样，主要看是否是好的艺术作品。

我对好的艺术作品有四个标准和一个原则。技术和功
力是第一个标准。首先画家要有技术，技术是基础，功力
是技术的升华；第二独创性或者鲜明特色。二者是不一样
的，没有独创性而有鲜明特色也行；第三是审美性。这条

要约束前面两条，美术一定要美，要
明白中国画审美性讲究的是文化内
涵；第四是社会公认。社会公认了就
会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社会公认首先
是专家公认，不是商业公认，有人说
某某画家价格很高，领导人都争着收
藏，那常常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但未
必是艺术上认可。还有一个原则就是
要有清气。好作品有一股清气在里
面，那种浊气、粗野气、江湖气肯定
不行。这种有清气的画家必定是有文
化的人，清气一半来源于天赋，一半
来源于读书。

金台记：

陈传席，一位正气凛凛、铮铮硬骨、一身浩气、敢说真话的当代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他著作等身，学术成果巨大，影响深远，具有批判

精神和独立人格。他以考据深入、见解独特、语言犀利、坦陈直言闻名画坛，是当代罕有的真正具备批评家修养素质、审美眼光和精神，且有强烈

的社会和文化责任感、道义感与担当精神的美术理论大家，可谓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这个经济大潮之中，美术界处处充斥着浮躁虚夸，他却显得很“另类”，这份坚守与执着是多么的珍贵；同时，在各种诱惑和各方面压力之

下，这份坚守与执着又是多么的不易。

其实，正是社会各领域中这样的一些“另类”精英，以他们的人格、情操、精神、思想和不懈努力，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秉持公心，指摘时

弊，倡导善美，揭示丑恶，宏论大道，启蒙前程，促进了社会的健康、活力、理性、发展进步与更光明的未来。他们书写着历史，历史也会记录下

他们，我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陈传席，博士，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

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

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教授。

秉笔直书狂言惊世俗 浩然正气斧笔绘美史
———访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陈传席

李树森

大江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