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胆新颖的想法
策划这个关于海派的画展缘起于这些年

来我对于海派绘画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关系

的思考。

我不是理论家，不能严谨地条分缕析地推

演事理，也没有实力和耐心用实证主义的方式

作历史重塑，而是更多地凭直觉来判断和决

定。恰恰是因为这个“无知者无畏”的原因，让

我对于这个展览有了比较大胆的想法。

策展团队是至关重要的，我只有一个相

对比较模糊的总体设想，真正为这个展览画

像的，是策展团队。我们尝试了一种新型的

策展模式，张立行、汤哲明、顾村言和我作为

总策划，他们三位都是既具有宏观视野又能

见微知著的学者，我在和他们共事的过程中，

学到了很多。王欣、李玉、王彬、汪涤、张恒烟

作为各个板块的策展人和学术主持，功力扎

实、各擅所长。最关键的是，大家兴趣趋同、

价值观一致，埋首其中，乐此不疲。大家分工

明确，同时又协同联动，不断充实内容、完善

思路。尤为可贵的是，在相互交流探讨中，思

想的激荡和相互的启发，成就了展览的同时，

也让每一位策展人在视野上有所开拓，在学

术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收获。

经过一年多的筹划，针对一千四百多位

画家的梳理，撰就十多万字的研究成果，累计

数百件作品和文献，这些，成为支撑这个展览

最重要的内容基础。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做一个简单的

海派绘画作品陈列展。我以为，海派绘画之

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固然是因为海派拥

有一大批杰出的画家、积累了一大批经典名

作，海派名家的图式、风格乃至技法有所创新

并影响了同期及后世的画家；但是如果仅仅

如此，她也就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比较重

要的画派而已。如果跳出绘画的圈子，或者

跃出美术的范畴，从更高的层面、更阔的视野

来审视海派绘画，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城市发展中形成的流派
海派绘画，大体上可以说是上海这座城

市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绘画流派，但是

细究起来，海派绘画其实很难用通常的流派

概念去理解，甚至对于它究竟算不算一个流

派也有争议，因为它不具备一个流派应有的

特征。海派绘画没有一个可以统领全局的领

袖，多是各擅胜场的大师；海派绘画没有一种

大体趋同的风格，多是灵苗自探的个性；海派

绘画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群体，多是川流不

息的过客；海派绘画没有一种共同尊奉的理

念，多是自成一家的观点。

李玉主持的第一板块“错综杂糅的海派

源流”在板块的主题阐述与整个展览的主旨

的契合度上把握得恰到好处。这是一个对海

派绘画进行追本溯源的板块，这个板块清晰

地告诉观众什么是海派，什么是海派绘画。

汤哲明和王彬主持第二板块“海纳百川

的画家队伍”的策展工作，汤哲明对海派的研

究颇深，而王彬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资深编

辑，编过很多海派书画的书籍和画册，收集了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能够查询到的1949年前曾

在上海居住和创作的书画家的资料。在这个

基础上，梳理出海派画家的籍贯构成、艺术师

承和社会身份，勾勒出这个群体清晰的画像。

汪涤教授主持第三板块“多维探索的艺

术实践”，通过研究海派画家的绘画风格变迁

以及城市发展历史的背景，揭示上海这座城

市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审美标准的深刻影响，

从而彰显海派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创新性继承

和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原因和历史价值。

王欣主持的第四板块“和而不同的社团

组织”是对海派绘画现代性研究的一次探

索。和传统的书画家群体不同的是，海派画

家的社团组织所表现出的公共性是显而易见

的，从画会、学校，到刊物、展览，实现了中国

绘画由传统的私人化、精英化向社会化、大众

化的转向。

张恒烟主持的第五板块“繁盛多元的艺

术市场”从海派画家不同时期的润例入手，联

系到赞助人、收藏家对于艺术市场的引导，呈

现出海派绘画与上海经济背景及城市生活之

间的关系。

汤哲明、王彬主持的第六板块“历久不衰

的深远影响”通过海派绘画对于江苏、浙江、

北京、西安、岭南、台湾地区以及北美、东南亚

等地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海派绘画作为中国

近现代美术开启者的历史地位。

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
这不是一个绘画作品展览，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它或许更接近于一个海派历史文献

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追溯和复原不

是这个展览的目的，它希望的是能给大家提

供一个重新审视海派绘画的新的角度，由此

产生的新的价值认定必将会给今天的绘画艺

术的发展带来新的灵感和启迪。

海派绘画的形成和崛起与上海这座城市

的形成和崛起息息相关，上海这座城市的崛起

又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现代化最

主要的特征就是变化，在不断的变化中打破传

统文化相对恒定的桎梏，探求现代文化的新秩

序。在现代化浪潮的裹挟下，在工业化、都市

化的演进中，在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社会

阶层的分化和重组的变革中，海派绘画应运而

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海派绘画是在移民社会

心理和移民社会意识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

先天就带有开拓进取、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等

精神基因；同时它也具有海洋文化的一些特

点，崇尚自由、勇于冒险、重商逐利。上海这座

城市的现代化促成了海派绘画从传统到现代

的蜕变，从绘画生态、绘画观念、绘画功能，到

绘画工具、绘画材料、绘画技法，这一系列的变

化背后，是社会审美标准的改变、是艺术话语

权的再分配。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海派绘

画是中国绘画由传统进入现代的分水岭，或者

说，海派绘画开启了中国绘画现代化的进程。

海派绘画的定义有两种，狭义的和广义

的。狭义的海派绘画是专指1843年到1949

年期间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中国画流派；广义

的海派绘画则泛指上海地区的绘画。我们这

个展览研究展示的是狭义的海派绘画，也就

是原本意义上的海派绘画。

世界上任何事情要追根问底，无非就是

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

去？这个展览的第一个板块解答了第二个问

题，第二、三、四、五板块解答了第一个问题，

至于第三个问题，有两种解法，第一种解法是

针对狭义的海派绘画，这个展览的第六板块

已经做了解答；第二种解法是针对广义海派

绘画，那一定是开放式的，因为广义的海派绘

画还在发展中，未来仍然有无数种可能性。

◆ 陈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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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起，历史的星空——二十世纪前期海派绘画研究展在中华艺术宫41米
层展出。海派是什么？海派绘画是如何发展形成的？本刊特邀策展人、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馆长陈翔为读者揭开海派绘画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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