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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湾平互脉动，中华
儿女共强元。——欧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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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山同志曾多次提出“多元中立主
导”的理念，可谓高瞻远瞩、意义深远。就
文化领域而言，在全世界都在倡行“多元”
的大环境之下，这对化解“多元”发展对民
族特色文化艺术造成的严峻危机，搞好本民
族文化艺术建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都具
有重大而现实的指导价值。

那么，在中国美术领域践行这一理念，
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首先让我们看看中
国美术发展面临的一些情况。

在经历了百余年的积贫积弱、遭受列强
欺辱之后，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随着综合国
力的逐渐强大，我们已经具备了正视、强调
本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底气。时值民族复兴，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中西方文化大交流、
大交融、大碰撞，这四个方面恰巧交叠在了
一起，其所形成的历史节点，必然是一个天
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

在这样的大变革时代，机遇与危机并
存。开放的中国美术领域，展开了与强大综
合国力支撑的西方“强势”文化艺术充分的
碰撞、交融。这种状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
段时期达到了新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中
国画作为中国美术领域极其重要的核心部
分，在自我解构与解构它者之后，正在努力
转型建构着新的民族艺术形态。期间存在一
定程度的混乱、无序，甚至迷茫本属正常，
但相关体制机制的某些不相适应，以及一些

人为因素、价值取向错乱和重商业操作轻学
术价值等问题，造成的浮躁和乱象，无疑助
推加重了这一状况的恶化。尤其当我们看到
在这种浮躁和乱象的裹挟之下，整个中国美
术界的学术生态被严重破坏，中国的优秀民
族艺术正在陷入严重的弱化和西化危机的时
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了。

古埃及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之一，但到后来埃及人都不懂象形文字了。
古巴比伦曾创造了两河文化的辉煌，那么巴
比伦王国怎么就消失了呢？历史证明，文化
基因丢掉了，民族将随之消亡。

所以，我们要万分清醒地认识到，如何
建构起强大的既具有鲜明民族文化身份，又
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画艺术，避免中国绘画
沦为弱化的一元，甚或西方文化艺术之附
庸，是攸关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身份认同的
重大问题；如何真实呈现出中国画的巨大价
值与在我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不被乱
象迷惑误导，以至于自毁中国画的前途，是
确保中国美术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对此，
适当的加以正确引导、纠偏，创造既开放、
自由、包容，又符合艺术发展规律，适于真
正的民族艺术大家云集辈出的环境，显得异
常迫切与重要。

正是基于如上认识，并在“多元中立主
导”理念的启发之下，我们针对中国美术发
展问题，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在充分尊

重“多元”，包容“多元”，甚至崇尚“多
元”的前提下，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
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美术发展“多元”
环境之下建设中国画“强元”的新理念。

美术作为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发
展成果与精神价值取向直接关乎着国民的意
识形态、民族身份认同和我国的文化安全，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以“中华
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的中国画“强元”地
位的确立，一方面有助于呈现出中国画真实
的巨大价值、伟大成就与强大生命力，使中
国美术界浮躁、混乱、无序的状态得以改
观，促进中国美术形成有主导性价值取向
的、多元有序的、健康良好发展局面；另一
方面将会为我国文化各领域实现既强调本民
族文化特色，又开放、自由、包容的“多元
中立主导”，进而推动形成整体的以“中华民
族主体文化”为核心的“强元”文化，提供
突破点与经验。而文化“强元”的确立，将
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奠
定不可或缺的强大
的人文精神基础。
或许这也正是刘云
山同志“多元中立
主导”理念在中国
美术领域践行的历
史意义之所在。

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群星璀璨，曾
创造了辉煌的美术历史，在很长历史时期是
世界艺术舞台上巍然耸立的高峰。然而，近
百余年来，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中国绘画发
展在世界上却处于了式微状态。就在众多有
识之士殚精竭虑寻求中国画崛起的时候，却
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缺乏中国
画大家，更出不了中国画大师。得出这一结
论的理由很多，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条
是不具备历史条件和土壤。那么到底是不具
备，还是没有真正认清当前的状况？

综观时下，如果我们以更宏大的历史视
野来加以分析，则会发现当下中国画正处于
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期。这个宏大的历
史视野，主要体现在中国画发展正处于以下
几个方面历史节点的交集期。

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数千年一遇的社
会形态转型期。

中国正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和信
息的现代文明转型。近百年来，尤其改革开
放 30 余年里，正在突飞猛进的转型发展之
中，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转型的成功
将建立起新的社会文明秩序。

第二，中华文化正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
形态转型建构。

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已经不
能完全适应新的文明社会，需要我国在继
承、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发
展中华文化为目的，以拥抱一切人类先进文
化思想的胸襟，整合现代新的文化，汲取和
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精华智慧，兼收并
蓄，以包容世界的胸怀和再造世界新高度文
明的雄心，建构一个新的“中华民族主体文
化”，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

这个主体文化应是一个充分体现中华民
族特性，迈上了中国文脉更高台阶的新文
化。她既要适合于当下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更是未来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优秀民族与文
化的世界强国之所需，也是世界文明与智慧
累积至今一种新的突破与超越升华。她将会
为世界贡献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文化”、新的
价值观，为构建世界新的文明秩序做出贡
献。其历史意义或许正如汤因比与池田大作
对话体 《展望二十一世纪》 中曾预测的：中
国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汤
因比甚至乐观地强调：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
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
文化。

第三，历史空前的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大
交流、大交融、大碰撞。

历史上，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之
一，就是每次大的地域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都会带来一次文化融汇发展的高峰。比如，
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奠定了汉代的文
化隆盛，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大融合对唐朝的
文化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今，我们不仅
仅是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间的文化艺术
的交流、交融、碰撞，更是历史空前的中西
方文化艺术之间的大交流、大交融、大碰
撞。中西方文化艺术本就是两个各具特色、
相对独立的体系。西方“强势”文化艺术的
蜂拥而入，在把中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冲击
得方阵大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
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新的深刻思考，激活了
我们新的创造思维和活力。我认为在这样的
剧烈冲击、洗礼和充分滋养之下，以中华文
化超过五千年的深厚积淀和巨大包容性特点
来说，必会将其容而化之，转化为中华文化
一次大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

第四，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与“盛世文
化”的到来。

经历了百余年的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
辱之后，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随着综合国力
的逐渐强大，使我们有了正视、强调本民族
文化和艺术的底气。20世纪 90年代，美国著
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已经认识到：当东亚人
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强
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那么，我们自己是否
准备好了？我们在强调、发展民族文化艺术
方面做得够不够？我们的认识、态度和方法
是否正确？相信，伴随着大国崛起，中国必
将迎来一波新的“盛世文化”。

第五，中国画正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
态转型建构。

前四个条件，为中国画发展赋予了新的
使命。中国画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适应新的审美要求与参与构建现代新文
明社会人文精神需要，扎根本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呼应文化转型，热情地拥抱着古、
今、中、西文化艺术空前激烈的碰撞与交
汇，汲取着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精华养料，
迸发着新的活力与创造力，遵循艺术发展规
律，在自我解构与解构他者之后，历经洗
礼、蜕变，正在寻求、探索着自身的转型建
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但转型的成功，将
建构起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既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有别于传统又不失传统
精神，且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面貌的现代形
态，并以此为核心代表在世界艺术舞台上重
新确立中国美术的应有位置，也将为构建世
界文化艺术生态新秩序做出贡献。

前四个方面恰巧交叠在了这一段历史时
期，注定这是一个波澜壮阔、天翻地覆、乾
旋坤转的大变革时代。身处其中的中国画，
危机与机遇并存，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
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再加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
府给予美术发展所创造的自由、开放、包
容、活跃的宽松和谐环境，足以让画家保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自由的学
术与精神，充分发挥创新思维与张扬艺术个
性。可以说我们具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政
策环境，和承载着中华文明浑厚历史积淀又
吸收着时代营养与世界各民族精华养分的中
华文化沃土。这样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足以
激发艺术家的无限潜能，这难道不是诞生世
界性艺术“大师”，甚至“巨人”的历史条件
和土壤吗？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在救亡图存，追求
中华民族崛起强盛的历史征程里，黄宾虹、
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傅抱石、徐悲鸿
等老一辈艺术家，已经在中国画现代转型中
进行了不懈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被我
们公认为中国画大师。我认为自 1978 年改革
开放起 60 年内，是中国画实现转型的最佳时
期。做出这种时间段判断的原因之一，是考
虑到真正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有世
界眼光的一批画家，应该是推动中国画在保
持本民族特色前提下实现成功转型的最大希
望。由此再向后推 100 年，回头看这 60 年，
谁为实现中国画成功转型建构，为人类文化
变革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谁就将是中国美
术史，甚至世界美术史所冠以“中国画大
师”、美术“巨人”称谓之人。我认为这也正
是甄别、评判当代中国画艺术大家、大师价
值与身份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对此，我
们回头参看文艺复兴和日本的艺术从传统形
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诞生的一大批艺术

大师，自然会明白这个标准的道理所在，也
会看清楚历史条件是否具备。

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和认识到，这样剧
烈的大变革时代，加之是在西方以强大的综
合国力为后盾的“强势”文化艺术猛烈冲击
之下，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注定要经历一段时
期的混乱、无序，甚至迷茫。要取得中国画
的转型成功，即使大的历史条件再完备，还
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态度和方法。而在
当下具体现实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存在
着一些有悖于时代重任的问题。虽然全民族
文化艺术创造活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激发，
艺术形态多元、多样，百花齐放、空前发
展、空前繁盛，可谓洪流滚滚，波涛汹涌，
奔腾向前，但同时也伴随着俱下之泥沙。而
如果泥沙泛滥形成了泥石流，则可能造成灾
难。现在的中国美术界可谓黄钟声稀，瓦釜
雷鸣。在名利的裹挟、诱惑和市场导向之
下，极大地消解、弱化了画家作品的精神性
与学术追求。所盛行的官本位艺术、礼品画
市场、重商业和名利轻学术之风、过分包装
炒作，“大家”、“大师”头衔满天飞的自以为
是、欺世盗名，民族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倾
向等，加之一批影响巨大、有大家之名、而
无大家之实的画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已经
让中国大众及海外人士错误地理解、判断着
中国画的优劣与发展水平。由此形成的整体
浮躁、混乱，不正之风肆意妄为的百态乱
象，正在混淆、埋没，甚至严重地侵蚀、消
解着中国画转型建构发展的辉煌成就，也在
浪费着历史机遇。这一切如同健康机体上的
毒瘤，大有扼杀中国美术前途的危险。如果
我们不采取一定措施，将真正靠作品说话，
代表了当代中国画发展真实成就水平的艺术
大家所产生的正能量加以集聚、提升、倡
导，得到张扬，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乱象极
有毁掉成果之势。我们相信，在历史长河
中，这种乱象不过是特殊时期的一朵短暂浊
浪，终将阻挡不了中国美术史的浩浩向前。
由此新的紧迫工作也摆在了眼前，就是要改
善现实条件，呼应历史条件。这也正是促发
我们开展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和中国画

“强元”建设工程的起因所在。
社会各界应该认清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

与当前形势，提高判断力，不要被美术场域
中的乱象误导迷失；艺术家应该积极呼应历
史的召唤，自觉、自信，以对艺术的敬畏、
虔诚，以思想、感情、才华和使命、责任，
开创新的美术历史，为人类贡献永恒的精神
财富；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警醒于现实的严
峻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搞好体制机制建设，
创造更适宜的环境，扬正气、倡大道，使艺
术真正沿着健康发
展 的 自 身 规 律 行
进 ， 开 创 大 家 林
立，英才辈出，繁
荣 灿 烂 的 发 展 局
面，引导中国美术
完成这个伟大时代
的重大历史使命。

“多元中立主导”理念引导美术实践
李树森

当代中国画发展具备出大师历史条件
李树森

推
动
以
中
华
民
族
主
体
艺

术
为
核
心
的
中
国
画
强
元
建

设
，
促
进
中
华
文
化
艺
术
复

兴
。

—
—
陈
传
席

陈
传
席
，中
国
当
代
最
权
威

的
美
术
理
论
家
之
一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特
殊

贡
献
专
家
。
中
国
美
协
会
员
，
中

国
美
协
理
论
委
员
会
委
员
。

陈
晓
光
，
中
国
文
联
副
主

席
。
曾
任
文
化
部
副
部
长
、
党

组
成
员
，
第
八
届
、
第
九
届
、

第
十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文
化
是
源
远
流
长
的

河
。

—
—
陈
晓
光

以
对
中
华
文
化
的
自
觉
自

信
，
建
设
中
国
画
强
元
。

—
—
崔
振
宽

崔
振
宽
，
陕
西
省
山
水
画

研
究
会
名
誉
主
席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研
究
员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陕
西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顾
问
、

西
安
美
术
学
院
客
座
教
授
。

冯
远
，
中
央
文
史
馆
副
馆

长
，
中
国
文
联
副
主
席
，
中
国
美

协
副
主
席
，清
华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名
誉
院
长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美
术
教
育
家
。
曾
任
文
化

部
教
育
科
技
司
和
艺
术
司
司

长
、
中
国
美
术
馆
馆
长
。

自
觉
创
新
中
华
文
化
，
强

元
固
本
中
国
绘
画
。

—
—
冯
远

实现中国画强元，有助
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郭全忠

郭
全
忠
，
中
国
国
家
画
院

研
究
员
，
陕
西
省
文
史
馆
馆

员
，
西
安
美
术
学
院
客
座
教

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原
陕
西
国
画
院
副
院
长
。

马
书
林
，
中
国
美
术
馆
副

馆
长
、
教
授
、
中
国
美
协
理
事
、

中
国
美
协
中
国
画
艺
委
会
副
主

任
、
文
化
部
高
级
职
称
评
委
、
享

受
国
务
院
政
府
特
殊
津
贴
。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艺术，建设民族文化艺
术之强元。 ——马书林

任
玉
岭
，
国
务
院
参
事
，
是

全
国
政
协
第
八
届
委
员
，
第
九
、

十
届
常
委
，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
作

为
国
务
院
参
事
，
他
提
出
的
建
言

之
多
、
影
响
之
大
，
被
媒
体
称
之

为
﹃
任
玉
岭
现
象
﹄
。

推
文
化
艺
术
强
元
，
促
中
华

伟
大
复
兴
。

—
—
任
玉
岭

邵
大
箴
，
中
国
当
代
最
权

威
的
美
术
理
论
家
之
一
。
历
任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美
术
史
系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中
国
美
协
书
记
处

书
记
，
中
国
美
协
理
事
，
中
国
美

协
理
论
委
员
会
主
任
。

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
与自觉性，强化中国画史
与理论研究，为中国文化
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邵大箴

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中国画“强元”建设工程

参与支持亲笔题词选登（第二期）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haiwaiban@126.com
人民书画艺术网
www.people-art.com.cn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

系列文章之四系列文章之四中中
国国

画画
““强强元元””课课

题题
研研
究究

系列文章之五系列文章之五中中
国国

画画
““强强元元””课课

题题
研研
究究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