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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施晓琴

苏州美术画赛会：

一个支点，奠定大众美育根基

张培础

水墨缘工作室跨过 15 个春秋，已

是第 16 年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

个瞬间，但以人生而言，16年也可谓长，

是一个懵懂孩子的入学念书起始到大学

完成基本知识结构的全过程。而对于水

墨缘工作室的某个画家可能是美院毕

业，从青年踏入中年，抑或中年进入老年

的时段，在整个艺术生命所处的位置不

得不说是人生中绕不开的精华关键的时

刻。从入门到站稳，从青涩到成熟，从沉

稳到苍劲，老中青画家在各自的艺术人

生历程中留下自己稳健的脚印。

水墨缘不是体制内的机构，但它有

一个强大依托和后盾——上海美术学

院。它是我们工作室初创期全体及当

前大部分成员的母校。共同的出身凝

聚了全体画家核心的精神力量，维系了

兄弟姐妹般大家庭式亲密的关系。我

们是一个自由松散却有强大凝聚力的

艺术群体，共同对水墨艺术不懈的追求

探索及收获成果，使我们成为沪上颇具

影响力的艺术平台。

水墨缘画家是一个自豪的称谓，工

作室从 2004年的 20 余位画家发展至今

已有 70 余人，老中青三代浓缩了上海

水墨画坛一批实力派的中坚力量。通

常的艺术院校关注的是学院内常规的

艺术教学，毕业之后的学生难以得到

学校持续的关注，也许水墨缘工作室

的宗旨正弥补了这一环节，不同届次

毕业的学生、部分退休老师凝成了一

个整体，继续组织并参与了美术界的

各种活动和交流。工作室平台的空间

凝聚延续了大家水墨艺术上的理想和

追求，让梦想成真。和艺术院校校友

会不同的是，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回顾、

联络感情聚会的层面，更注重在水墨

艺术的探索追求，这是一部承载共同

艺术目标、企求学术升华的阶梯，让我

们共同攀登新的高度。

本次展览也是面向社会和学院回

顾 15 年以来历程的汇报。工作室画家

们积极投入美术创作，参加国内各项专

题的创作活动。如上海历史文脉题材、

时代风采、中国神话及上海美术大展，

各类主题纪念画展，也有三五成群的自

组联展。仅以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为

例，近 3 届共 23 人入选作品 39 件。其

他全国美展 20 余幅，为弘扬海派绘画，

推 动 上 海 美 术 创 作 作 出 了 应 有 的 贡

献。水墨缘的健康成长、活动的开展也

离不开上海美术界，如上海美术学院、

上海美术家协会、上海中国画院等各级

领导和众多名家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经

常参与我们的展览和各项活动，为表达

我们的敬意，本次展览也特邀了沪上一

些著名水墨画家参展，为展览增添了亮

丽色彩。

（作者系上海美术学院教授、水墨
缘工作室主任）

水墨缘工作室16年
1月 5日，“上海美术学院水墨缘十五年艺术邀请展”在上海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集中呈现了 70多位水墨缘工作室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作品，近年

来创作的代表性水墨画作品，参展艺术家众多，作品题材丰富，绘画技法多样，体现了水墨缘工作室近年来国画创作的优秀成果。“水墨缘工作室”由上海美术学院

教授张培础召集创立，成立至今已有 16年。该工作室凝聚了海派画坛 70余位知名水墨画创作者，其中不仅有张培础、王劼音、罗步臻、凌启宁等老一辈艺术家，也

吸引了季平、白璎、毛冬华等一大批中青年艺术家，在老一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和老中青三代的艺术交流中，实现了海派水墨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都市人物系列（局部）（国画） 季平

20 世纪初，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

起步阶段，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

称“苏州美专”）发挥了重要的开拓作

用，其在美术教育史上的重要性众所周

知；同时期，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座

现代意义的美术馆——苏州美术馆的

建立，也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与大众

美育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若

要追寻这两个单位的起源，都绕不开一

个重要的组织与活动，它就是苏州美术

画赛会。

什么是“画赛会”？为何要发起苏

州美术画赛会？其与苏州美专和苏州

美术馆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当今我

们应如何评价和看待它？1 月 1 日起，

“回望江南——苏州美术画赛会 100 周

年特展”在江苏苏州美术馆展出，展览

以作品与文献联合展陈的形式带着观

众回到了那段岁月。依循着展厅内生

动的线索和详实的史料，心中的疑感逐

渐明朗起来，同时清晰浮现的还有 20世

纪上半叶中国早期美术教育的实践和

美术展览的面貌。

复兴中国美术文化，
为大众美育服务

1918 年，在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

宗教”的倡导下，颜文樑、樊少云、朱士

杰、胡粹中、陈伽仙、徐咏青等人怀着复

兴中国美术文化、倡导美术教育、推动

国民艺术素质提高的愿景，共同发起苏

州美术画赛会，并于 1919 年 1 月 1 日在

苏州吴县观前街旧皇宫（今万寿宫）举

办了首展，为期 14天。

第一届苏州美术画赛会，多为各地

学校美术团体参展。展品广泛，有中

国画、水彩画、钢笔画、炭笔画、漆绘、

照相着色、刺绣等工艺品，“琳琅满壁，

美不胜收”。虽是草创，陈列未臻完善，

画赛会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陈瑞

林编写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中所

言，因“当时尚没有流行展览会这一名

称，故称为‘画赛会’”。之后，每年元月

1 日至 14 日举办画赛会，直到 1937 年全

面抗战停止。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

颜文樑自上海回到苏州，在筹备复校、

接收和修葺沧浪亭校舍的同时，也着手

恢复苏州美术画赛会。1946 年，第二十

届苏州美术画赛会如期举行，直到 1951

年，第二十五届苏州美术画赛会为最后

一届。

画赛会展出作品最多的一年，达

二三千件。当时的团体参加者，有北大

书法研究会、东大飞飞书会、中大及苏

州各中等学校等；个人参加者，中国画

有吴昌硕、吴子深、顾鹤逸、顾公柔、顾公

雄、陶冷月等，书法金石有张一麐、蒋吟

秋、陈子彝等，西洋画有张光宇等，此外

还有一些民间工艺美术师、摄影师等。

当时在上海、北京、天津也有不同

形式的画会等组织活动，但持续了33年、

举办了25届的苏州美术画赛会却是20世

纪初影响较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画会，也

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美

术作品展。这必然离不开颜文樑等创始

人的坚持，正是这种对大众美育初心的坚

守，使得即使在战事频繁的动荡年代，画

赛会也克服种种困难延续下来。

专业美术院校

秉承着为大众美育服务的观念及

精神，在持续举办画赛会的过程中，颜

文樑等人发现，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

引进西方美术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使

艺术从精英走向大众，仅仅只是走出了

第一步。而要使普通群众不仅对艺术

有热情，且同时拥有一定的艺术审美素

养，则必须通过专门的专业教育才能实

现。因此，他萌生了创办一所美术学校

的想法。

事实上，画会的美展在社会上有了

一定影响力，这也给予了创办者们创立

美术学校的底气和信心。1922 年，在苏

州美术画赛会举办至第四届之时，颜文

樑、胡粹中、朱士杰共同创办了苏州美

专。可以说，苏州美术画赛会融入了苏

州美专孕育的过程，为苏州美专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画会举办的美

展不仅普及了大众美育，提高了社会大

众的审美观念，而且也吸引了一些爱好

美术的社会人士，激发了他们学习美术

的愿望，为日后开办苏州暑期美术学校

既提供了生源，也提供了师资。因此，苏

州美专与苏州美术画赛会相互促进，相

辅相成。作为苏州美专展现教育成果的

重要平台之一，苏州美术画赛会也为苏

州美专输送了大量优秀的美术教师，充

实和丰富了苏州美专的教育力量，共同

为当时中国的美育做出了贡献。

催生第一座美术馆

苏州美术画赛会突破了传统“文人

雅集”私密性的艺术交流方式，以美术展

览的形式使中国的美术交流开始走向了

公共空间，成为一种实现公共文化交流不

可缺少的平台，是现代美术展览制度出现

之前的具有公众性的早期美展形式。

在历届展览中，苏州美术画赛会对

美术展览的方式方法做出了多方面的

探索，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展览方式的一

个基本模型。民国后期一些综合性的

美术展览多从“苏州美术画赛会”借鉴

而来。画赛会的一些展陈方式，如展线

布置的条理性、灯光和作品的配合、在

展览会上增加美术特刊、杂志、展览作

品的多样化和表现社会形态、社会生活

的多样性等，仍然是当今美术展览的基

本展陈方式。

最重要的是，因为要连续定期举办

画赛会，但展览场地却不能固定于某一

地，这样的情况直接催生了一个专业美

术馆的诞生。1928 年元旦，在第十届苏

州美术画赛会举办之际，苏州美术馆举

行了开馆仪式。它不仅是中国美术史

上第一座美术馆，也是 20世纪上半叶中

国唯一一个由美术院校开办的美术馆，

开创了中国美术院校设美术馆的先河。

为推进美术教育的力度，颜文樑还

为苏州美术馆设置了馆刊、美术杂志《沧

浪美》（后改名为《艺浪》），直到今天《艺

浪》仍在继续出刊。90多年来，苏州美术

馆一直沿袭苏州美术画赛会开放性、秩

序性、稳定性、持续性的特点，以革新、包

容、开放、务实的精神和多元并置的展览

理念举办各种展览和相应的学术活动，

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美术馆。

中西融合 影响深远卓绝

尚辉在《颜文樑研究》中写道：“‘画

赛会’移借‘赛会’一词，并不寓有比赛

的性质，这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初期举

行美术展览的组织，不免还含有‘舶来’

的意味。”事实上，苏州美术画赛会不仅

在形式上向国外展览学习，具有一定的

沙龙性质，同时，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

将中国传统绘画和西方写实主义绘画

相结合的社团之一。

在当时的美术界，既有一群坚持传

统的国粹派、守旧派艺术家，也有倡导

抛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激进主义

者，在这样的环境下，颜文樑等人坚定

支持蔡元培的主张，中西融合，倡导中

国画的革新。因此，苏州美术画赛会不

仅同时展出油画和传统中国画，更囊括

了刺绣等民间美术、摄影照片、实用美

术、儿童画等更大范围的美术门类，具

有先进性。与此同时，画赛会坚持“提

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

判”的性质，更显示出其海纳百川、平等

自由、鼓励多元的意味。

1951 年后，苏州美术画赛会结束，

但它对苏州美术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美

术发挥着深刻影响。以颜文樑、胡粹中、

朱士杰、吴作人为代表的艺术家，吸收

西方油画的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艺

术理念和艺术方式，创作了许多既有西

方油画特点，又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民族

油画作品，在艺术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生

活，推动油画与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在中

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以傅抱石、钱松

嵒、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为代表的江苏

省国画院画家开始行程二万三千里的

写生活动，“新金陵画派”在中国画坛呼

之欲出，为中国画开创了一种新的时代

样式；以“江苏水印木刻学派”为代表的

苏州老一辈版画家们努力吸收姑苏桃

花坞木刻传统年画的艺术技巧，赋予水

印版画以形式单纯而色彩强烈的江南

意蕴。这一切都受到苏州美术画赛会的

影响。

直到现在，当我们回溯历史，依然能

被这些充满理想抱负、带有家国情怀，

并对艺术有着执着追求的美术家、美术

教育家身上的优秀品质所感动，他们筚

路蓝缕为大众美育和中国美术事业发

展探索实践穷尽一生的精神仍然深深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术工作者及普

通大众。

1 月 5 日，展览主办方召集了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举办了座谈会，

他们通过对“苏州美术画赛会”的历史回望，对江南地区艺术家个体与艺

术团体的艺术面貌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为江南美术勾画一个相对

完整的文脉逻辑，以期从丰富的历史图像中，展示社会进程与美术教育、

美术展览和美术创作的辩证关系，以及探讨百年前的那场展览对当下的

启示意义。以下为部分观点摘编。

举办此次特展旨在突显三大思考：一是“回望江南”，以苏州美术画

赛会历届美术展品在内容、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的探索与变革，呈现

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线索和风貌，引发人们对 20世纪中国美术史更

为积极的思考；二是以苏州美术画赛会为窗口，在其诞生百年之际，将江

南美术放在中国近现代美术的整体格局去考察，感受百年来国脉与文

脉、国运与文运、传统与创新、艺术与时代、艺术与生活，以及艺术家与人

民的关系；第三是以苏州美术画赛会走过的非凡历程为线索，力图通过

文献资料梳理与学术思考，对江南和中国的近现代美术在艺术思想、艺

术方法、艺术语言、展览方式、美育途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重新发掘

与研究，以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地展现苏州美术画赛会对中国美术事

业的贡献，促成对苏州美术画赛会的研究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

一个重大学术课题。

——罗一平（展览策展人、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主任）

今天终以展览呈现画赛会之大概面貌，重新建构起一段段珍贵的史

实、一幅幅难忘的画面、一种种绚烂的色彩。有了这个展览，湮没在历史大

河里的那一段美术史，得以填补；有了这个展览，颜文樑那一代前贤的美学

美义美德，得以窥见；有了这个展览，命运之芳华，方臻圆满。苏州美术馆提

出的“传承颜文樑先生思想文化血脉，自回望江南破题，将苏州及其文化艺

术作为典型个案放置于江南的大历史、放置于世界的大视野中加以观照，重

新发现苏州在江南乃至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大美大意”的学术观点，以及

其后所做的一切实践，亦都传承于苏州美术画赛会的深远内涵。

——曹俊（苏州公共文化中心主任、苏州美术馆馆长）

100年后再次举办画赛会特展，特别有历史回望感。从展览中看到

画赛会的影响面非常广，从苏州到上海、北京乃至广州，其凝聚的艺术创

作面貌辐射全国，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参展艺术家在那个年代如何进行

中西融合，以及中国的传统在 20世纪上半叶如何延伸发展。因此，它对

苏州本土的美术建设和对整个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所起的作用不可估

量。此外，画赛会的举办也推动了实用美术的发展，完成了美术的现代

性转化，这一点通过展览海报可以得到很好的诠释。苏州美术画赛会蕴

含的现代性转换的意涵相当丰富，值得深度挖掘。

——尚辉（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这个展览使我们回望到了100年前中国的美术形态，不光是作品形

态，还包括事业形态。在此次特展中，我们看到了最早的美术生态面貌，

以及从这一起点上逐渐衍生出来的变化、拓展。从一件事、一个活动却

呈现出了整个现代美术形态的发展脉络，可见主办方在前期下足了功

夫，才能以小见大，体现出不同层面的、丰厚的学术价值。展览所呈现出

来的全方位美术形态的概念，也提供了很多研究的可能。

——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看过展览，我印象最深的是苏州美术画赛会为现代中国美术教育知识

体系建构所做的贡献。一个展览会、一个院校、一份刊物和一座美术馆，这

种四位一体的办学体系和知识构建，是系统性的建构，并且在延续不断的举

办之中，逐渐得到完善。这种系统的知识建构工作，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尤其

是美术教育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由本报记者施晓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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