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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开展的
中国画“强元”课题非常及时，
非常必要，我表示赞赏与祝
贺。

为什么需要开展这样的
“强元”课题呢？因为近代以
来，中国人一直有一种盲目的
崇外心理和自卑心理，这就需
要“强元”，强我们民族这一
元。在此，我主要讲四个方面。

第一，“强元”课题主体意识明确，具有现实意义

在现当代不自信的环境下，我们有些人主张“中西结
合”，这种说法就是缺乏“强元”意识，没有强调主体意识。
搞中西结合，以谁为主？以谁为次？我与你结合成什么？其
实只要是真正的思想家，都不会提中西结合，毛泽东提出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鲁迅提出“拿来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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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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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发展中国，
而不是我和你结合，都有着明确的主体意识。

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个“强元”课题强调中国元素和主
体意识，说明了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为了充实
我们这一元，而不是结合，更不是替代，在推动实现中华文
化艺术复兴的当下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第二，先进文化经常被落后文化打败

“强元”课题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史上的落伍，并不等
于文化落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打
了败仗，后来很多人检讨说国力不行，说社会制度不行。后
来又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不行，是中国的文化不行导致中国
落后，其实从五四以来一直到现在，很多学者的这种观点
是错误的，因为先进的文化被落后的文化打败在世界上是
常事。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最先进，被落后的秦文
化打败了；西晋文化非常先进，却被落后的还处于奴隶制
社会的北魏打败了；宋朝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被
文化落后的金打败了，中国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
很多。在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希腊文化被落后的罗马文化
打败了，罗马后来又败于文化更落后的蛮族。所以，不能说
我们当时打了败仗就判定为我们的文化落后。很多有重大
影响的人用错误观点来证明中国文化不行，让中国人对本
民族文化失去了自信心。

第三，中国绘画深刻影响了西方近现代绘画

中国画“强元”课题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呈现出中国画
的巨大价值与真实成就”，这是必要与迫切需要解决的，意
义重大。其实中国画一直是引领世界潮流的，但这个问题
包括太多专业人士都没有搞清楚，所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才能纠正大多数人的错误认识，才能确立正确的学术导
向，也才能让中国人对本民族艺术有自信。

中国早在汉朝就开始主张“写神”了，讲“画者心声
也”，西方直到文艺复兴还在讨论绘画是当大自然的儿子
还是孙子，达?芬奇给出的结论是没有自己，而是描摹大自
然。达芬奇明确提出，画家要做大自然的孙子。而不是像中
国这样画的是自己。就西方近现代没有争议的世界性大画
家而言，基本都是受中国画影响才成功的。

世界上最有名的画家毕加索，学齐白石的画画了20
本，全是用线条画的，后来他的油画中大量吸收中国画
“线”的表现方式才开始了关键性的转变，他的成功是学习
中国绘画的结果。毕加索还说：这个世界上若论艺术第一
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第二是日本人有艺术，但是日本的
艺术又是来源于你们中国。所以学日本的浮世绘也就是学
中国绘画。莫奈画的世界名画《睡莲》长卷，也是在临摹了
两张中国画以后开始采用线条和散点透视法的；被称为西
方“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的绘画，也受中国写意画的影响
成功的；马蒂斯的成功，是通过日本浮世绘影响，吸收中国
画线条与写意特点和中国剪纸的；梵高也是通过浮世绘受
中国画用线影响而改变西画块面为线，进而成功了。我们
到西方大博物馆看展览可以发现，现当代西方一些著名
画家都在改面为线，在弱化块面，强调用线造型，用色
也不再像过去那么严谨，而是趋于中国画的写意，可以
看出西方用色用线都在“中国化”，而我们的绘画却在努
力去“中国化”，中国人这种过分崇洋是没有研究明白西
方绘画历史。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这些艺术家主体
意识就很明确，他们学习借鉴中国绘画实现转变，但依然
是西方绘画。

西方绘画史如果没有了以上这几位大画家，则空了大
半，而这几位画家都是学中国画转变后才成功的。这些事
实说明是中国画引领了西方绘画，引领了世界绘画，甚至
是挽救了西方近现代的绘画。

第四，“强元”与“元强”

李树森主持的中国画“强元”课题提出“强元”理念，我
还要提出“元强”，但两者并不矛盾。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
一元本来就是很强的，只是近现代处于话语权弱势。我们
国家急需这一元更强，来掌握世界艺术话语权。本来就强，
也就具备更强的基础，也才谈得上复兴的基础和必要，所
以需要推动实现“强元”来呈现“元强”之本来面貌。

正是自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过度自
卑，放下本民族的好东西，试图通过全面学习西方文化
艺术来改造中国，反而成了舍本逐末。我们要用事实告
诉这些人从文化到艺术中国才是先进的，不要再被假象
蒙蔽，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和复兴民族艺术要有充足
的自信。

人民日报海外版开展了中
国画“强元”课题，并隆重举办中
国画“强元”课题国风文脉名家
书画展，我觉得举足轻重，非常
可贵，代表了中央级党报对推动
民族艺术复兴的自觉。

大家深知在19世纪与20世
纪相交之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
和与人类发展有悖的深层因素，
西方的强势使得我们东方质朴
的、崇高的、天人合一的大文化

受到了压抑、侵蚀和巨大的排斥，人类文明出现了严重失
衡、失重、失态的问题。

文明生态的失衡、民族文化的存亡意味着什么呢？在
此严峻之际，中华优秀儿女在自省、自查、自立、自信、自强
中保护、继承、弘扬、发展民族文化，以及借鉴吸收世界各
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创新与拓展出我
们中国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又具有世界高度精神思

想的文化艺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民日报海外版以独
到的视野和民族文化担当精神，开展了中国画“强元”课题
研究，展开了探索、推动中华文化艺术复兴的工作，并在努
力推动这些成果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

实践证明，这项课题研究抓住了美术界存在的问题的
本质，更可贵的是提出了解决之道，并展开了推动变革的
实质性工作，也正是这个原因而在美术界引起了极大反
响，让人们看到了复兴民族艺术的一种新的力量与希望。

虽然《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一家非美术专业媒体，但我
认为这种探索是有深度和高度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
当下商业化大潮中有这样的一份情怀与坚守是非常的不
易，他们所具有的宏观文化战略思想、责任担当和敏锐的
思想意识，尤其难能可贵。能这样做，以及能取得今天这样
的成果，这也充分反映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和人民日报海
外版领导的思想高度与作为中央媒体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我相信，这样的追求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强大与繁荣昌盛
的时代所需，与“中国梦”的精神与内涵是一致的，这也更
加凸显了它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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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华民族之精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李金华（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承前启后，固本强元。

——陈宗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强元文化，振国兴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廖静文（徐悲鸿夫人，徐悲鸿纪念馆原馆长）
强元固本，锐意创新。

——王文章（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
院长）

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河。

——陈晓光（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
强元自信，繁荣传播用好中华民族文化艺术。

——周文彰（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
自觉创新中华文化，强元固本中国绘画。

——冯 远（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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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原主任，著名美
术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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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美术理论家）
强中华民族深层精神文化之元，建构世界文化生态新秩

序。

——晁 海（水墨大家）
强中华民族之精魂，固经济文化之本元。

——贾又福（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
授，著名画家）

强民族精神之元，强时代人文之境是每位文化工作者的

责任。

——田黎明（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
画院院长，著名画家）

《中国画强元课题“国风??文脉”名家书画展》成功举办广受赞誉
金台记：

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的《中国画强元课题“国风?
文脉”名家书画展》于2015年底成功举办，这是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一次具体实

践。

这次展览是在开展了4年多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

工作，发表了数万字课题研究文章基础上举办的，这个课

题的宗旨是“推动中国美术界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

动民族艺术的复兴”。这个课题在报社领导的支持、指导

下从探索、研究至今历时7年，对民族文化艺术复兴提出

了新的理念、概念、思路与主张，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

框架体系，得到了著名美术理论家、艺术大家、社会知名

人士的认可与亲笔题词支持，在美术界有着积极的影响。

开幕式上，部分嘉宾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对人民日

报海外版站在国家文化战略与民族文化兴衰的高度上，

开展的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

定，对其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

是应时代所需充分发挥中央媒体责任与展现自身价值，

带头启动的探索、推动民族文化艺术复兴的重要举措，此

举正在点燃民族艺术复兴之火，假以时日，相信其成果将

会展现出更大的意义。

现将部分嘉宾发言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同时，呼吁

社会各界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复兴

的队伍中来。

——中国画“强元”课题组：李树森

西方近现代重要绘画成就的取得来自中国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

中国画“强元”课题体现了中央媒体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晁 海（水墨大家）

与其说今天是一次书
画展，到不如说是推动“强
元”文化建设的一次文化行
动，抑或说是人民日报社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发表的
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次响应
与实践。我非常钦佩人民日
报社的领导能有这样一种
文化自觉的眼光与文化情

怀，钦佩作为党报能够在我国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发展的
格局中，看到文化的作用和书画艺术的力量。

一个民族最大的资源是文化，最能打动人心的也是文
化。在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最耀眼、最光亮的一定
是文化，在当下时代潮流发展中能够掀起波澜的也还是文
化。中国书画作为最具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
国表达、中国价值的一种艺术形式，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但是正如刚才陈
传席先生所言，近百年来中国画也受到了挑战和危机。百
年前，我们国家曾遭受的屈辱使很多国人对我们的民族文
化失去了自信，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球化飙风的袭来，也使
我们有些人曾经迷失了方向。因此，把中国书画放在文化

的范畴里来考量，当代的中国书画需要“强元”。其实人类
文化的发展既有多元化，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既有丰富多
彩性，也有相对的个性，所谓的文化接轨不可取，文化转基
因也不可取，数典忘祖、妄自菲薄更不可取。文化强元再次
唤醒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敬畏和自觉，不能让中华笔墨神韵
在当代止步而成为绝响。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不能总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
趋地前行，一定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品格，同时学习别人的
长处以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进步中获得涅槃新生。如果说当
代中国有危机的话，那一定是精神危机，或者说是文化危
机，是我们心灵中可以守望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了。文化
上的危机不像亡国之危那样令人撕心裂肺，但却会在不知
不觉中隐藏着亡种之险。文化的传承在小至一个国家大至
一个民族的认同中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强元”，
就是要增强中华文化的“元气”，就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所在。有了
它，我们可以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以我们的血肉筑起新
的长城，拯救民族的生命；有了它，我们的民族就可以屡遭
挫折而不馁，虽患大病而复苏，在崎岖的道路上开拓前行；
有了它，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在风云激荡的世界潮流中到中
流击水，乘风远航走出自己的道路。

当代中国的文化不缺少创新的激情，而缺少对传统
文化的继承；不缺少开放的勇气，而缺少我们自己文化
走出去的能力；也不缺少五千年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
而缺少当代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我们甚至不缺少党和政
府对文化的财政支持，而缺少文化创新创造的成果。开
展中国画“强元”课题的研究和探索，既是中国文化融
入世界潮流走上国际舞台中央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华文化
为世界文明做出
贡献所应有的责
任。既有利于中
国软实力与和平
发展的理念，也
有利于开创世界
文明新格局的构
建。如果说中华
五千年的文脉涵
养出一个泱泱文
化大国，那么，
今天的文化强元
更具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建设当代文化强
国的意蕴。

名词解释：中国画“强元”课题里所谓“强元”，就是在当下文化“多元”发展、美术“多元”发展的现

实情况下，把中国画视为美术“多元”中的一元，而这一元显得很式微，我们要使得这一元强大、强盛，成

为最强的一元，所以简称“强元”。“元”也是根本，强“元”就是在强根固本。

“强元”课题体现党报文化自觉的眼光与文化情怀
罗 杨（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从2011年人民日报海外
版刚启动这个课题我就在关
注，多年来也与李树森先生就
这个课题做过多次深入交流，
我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过
来的，对这个过程非常了解。
从课题2011年最初发表文章
提出“强元”文化理念，到形成
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从提出
新的评判标准，到艺术家梳

理、筛选、推崇等等方面，眼看着稳打稳扎地走到今天，更
难能可贵的是至今依然保持着初衷的状态，没有脱离最初
确立的“推动美术界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民族艺术
复兴”的宗旨和总体战略设想与框架。

从一系列的课题研究文章中，我们可以读懂他们的创
新理念、崇高理想、媒体责任与担当精神，还有他们坚持不

懈的推动精神，这些都让我很是欣慰。每每想到人民日报
海外版层次这么高的机构带头开展这么好的课题，对推动
中国美术复兴可能产生的巨大作用与美好前景，我都很是
振奋。

今天这个展览以“中国画强元课题国风文脉”命题，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赏和积极参与，说明“强元”文化理
念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共识，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与号
召力，也可以说一个阶段的基础工作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
成果，这为下一步展开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日报海外版积极主动地配合国策，开展了这么一
项富有成果的公益性课题，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事，更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
发展到今天这个成熟地步，我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给予
更大的关注与支持，让其产生更大的作用。

对这个课题支持的人很多，阐述的人也很多，我这个
一辈子为了艺术的老画家也说不出什么了，只能再简单地

谈几点感受。
第一，这个“强元”文化课题及国风文脉书画展重

大的意义是衔接历史，是历史的连接。近期，我响应习
近平主席“一带一路”的号召，循着丝绸之路的路线走
了多个国家，深刻感受到古代的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
重要影响与巨大贡献。在我走过丝绸之路后回头再看这
个“强元”文化课题和“国风文脉”展览，那是一脉相
承的，也更加佐证了李树森先生提出的这个课题的准确
性与时代意义。

第二，“强元”文化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华民族
文化振兴的需要，是梳理、纠正当下文化走上正确方向健
康发展的需要。

第三，“强元”文化的提出与成功建设，将使我们的民
族文化顺应时代的需要，重新组合建构，重新开始，迈上民
族文化发展新台阶新高度。新建构的强大的中华民族主体
文化，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在世界上参与文化秩序的重构。

第四，“强元”文化的提出正在点燃民族文化艺术复
兴之火，假以时日或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五，“强元”文化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复兴中华文
化新的路径。

“强元”课题是在践行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
于志学（著名画家）

展览开幕仪式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办，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宗兴等300余人出席

中国画“强元”课题题词选登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宗兴等参观展览

展览开幕剪彩仪式

展览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