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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

□□ 李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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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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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会为世界贡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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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维和活力。笔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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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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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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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促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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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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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森：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中

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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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文化艺术“强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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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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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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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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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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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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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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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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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体会其精神内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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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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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曾撰文提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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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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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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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艺术文化艺术““强元强元””理念主体意识明确理念主体意识明确 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强元强元””避免沦为西方附庸避免沦为西方附庸

需要树立真正的中国画画家标杆需要树立真正的中国画画家标杆

用西方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不切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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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艺术正被消解已到了危急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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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中国画““强元强元””理念推广活动之美术院校巡展理念推广活动之美术院校巡展

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巡展现场

图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巡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