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美术馆迁入中华艺术宫已有10年。

美术馆是否成功，有无影响力，不外乎展览、

收藏、研究和公共艺术教育四个方面。但就

观众的角度而言，美术馆最吸引他们的无疑

是高质量的艺术展览。优秀的艺术展览反映

了一家美术馆的气度胸怀、艺术视野、学术判

断、组织能力，是美术馆直接与美术“消费者”

见面的最终“产品”，也是美术馆吸引公众最

主要的方式。收藏、研究和公共艺术教育等

其他维度无不是围绕展览这个中心点而延伸

展开的。

在中华艺术宫10年来推出的林林总总的

艺术展览中，《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

学院大家作品联展》《历史的温度——中央美

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这两个先后举办的

特展具有特别的意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这两个艺术特展不仅展品精彩纷呈，可

遇不可求，而且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研究

提供了新契机、新视角，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

迪，其历久弥新的价值至今仍然值得不断挖

掘和传播。

正因为有了徐悲鸿等老一辈油画艺术先

驱者当年西去留学，自觉地选择欧洲学院古

典写实绘画传统，才开创了之后中国写实主

义具象绘画的崭新格局；也正由于中央美术

学院对于写实主义具象绘画教学、研究、创作

体系的与时俱进地长期坚守，才推动了中国

油画艺术的不断发展。从留学生徐悲鸿就读

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到徐悲鸿作为首任院

长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大师与大师——

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历史的温

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这两

个艺术展览不经意间串起了中国百年来油画

艺术发展的脉络，反映了中国油画发展的主

导性价值体系。“油画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汲

取的是中国社会变革与文化演变土壤中的营

养”，体现出中国文化借鉴、吸收、融合外来文

化的强大的生命力。

选择欧洲古典写实绘画传统
2015年是徐悲鸿诞辰120周年。中华艺

术宫引进了《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

院大家作品联展》，这个展览有两个开创性的

意义。其一，这是徐悲鸿1953年逝世后在北

京之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徐悲鸿作品展。其

二，国内学术界对徐悲鸿当年在法国学习的是

“先进的绘画艺术还是已经边缘化的西方传统

古典绘画艺术”产生过激烈争论。这个展既展

出了徐悲鸿回国后的重要作品，也呈现了徐悲

鸿留学法国时的习作，更重要的是，当年亲自

教授徐悲鸿的弗拉孟、达仰、布弗莱、柯罗蒙、

贝纳尔等四位法国学院派重要干将的作品也

首次远渡重洋在中国亮相，为观众了解徐悲鸿

当年的艺术选择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线索。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欧洲镇守古典绘画

传统的“堡垒”。虽然20世纪初各种现代艺术

在巴黎风生水起，渐成一时风尚，但徐悲鸿不为

所动，依然选择了学院古典绘画艺术，通过了极

为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

院的一员，掌握领悟了欧洲古典写实绘画艺术

的精髓，为他日后创作《田横五百士》等寓意深

远的大型历史题材作品奠定了基础。今天回

望，徐悲鸿选择欧洲学院古典写实绘画传统有

其内在逻辑必然性。徐悲鸿从来不想仅仅做一

个躲在象牙塔里的纯艺术家，他学习绘画是“为

了人生”，自认身负文化启蒙的重任，要用绘画

传达社会与生活的欢乐与悲哀。因此，引进古

典写实绘画既是当时中国现实最迫切的需

要，也与徐悲鸿个人的志趣追求相契合。

安格尔曾说，素描至上。徐悲鸿也表示“素

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当下虽有部分人

对徐悲鸿的艺术产生质疑，但他们都无不佩服

徐悲鸿的素描功夫。其实，徐悲鸿1919年抵达

法国后并未直接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

习，而是在当时非常知名的“自由画室”蓄势待

发。“自由画室”知名度很高，学生要买门票才能

进去画。“交多少钱就可以在里面画多长时间”，

对徐悲鸿这样经费不多的留学生来说，时间成

了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他基本是上午或下午去

半天来完成素描作品。徐悲鸿当时很喜欢使用

一种“安格尔素描纸”来画素描，这种素描纸的

底是灰色的，只需画亮部或暗部即可，省去了画

中间调的时间。在“自由画室”这样需凭票入场

的地方，徐悲鸿如此想办法省出更多时间画更

多素描作品。“别人画一幅的时间，他可以画两

三幅！”徐悲鸿在巴黎期间创作的那些石膏素描

作品，精准的明暗关系跃然纸上。徐悲鸿以其高

超的敏锐度，完成一幅4开大小幅面的素描只需

约3小时。最终，徐悲鸿以出色的素描通过考试，

入学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入巴黎高等美

术学院后，在名师亲授下，其素描技巧更趋成熟。

从“油画”到“中国油画”
如果说《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

院大家作品联展》主要反映了中国老一辈艺术家

与欧洲古典写实油画艺术间千丝万缕、密不可分

的血肉联系，那么同年在中华艺术馆推出的《历

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

则更全面呈现了写实油画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在

中国开花结果的历史进程，述说了一个个从“油

画”到“中国油画”的曲折动人的精彩故事。

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曾表示，“在

中国油画的百年历程之中，中央美术学院——

包括它的前身国立北平艺专和延安鲁艺——在

油画的研究、创作和教学上占有代表性的位置。”

换而言之，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教学、研究、创作

史，就是中国油画百年发展的缩影。而《历史的

温度》展是自中央美术学院建院以来，首次大规

模地将院藏300余件精品向社会公众系统展示，

因此，对其的社会关注度和非同寻常的学术含义

不言自明。展览的五个部分“新学启蒙”（1900—

1949）、“国家叙事”（1949—1976）、“本体精研”

（1977—1999）、“当代关切”（2000—2014）、“中央

美术学院藏外国具象油画原作及研摹作品”几

乎囊括了中国写实油画发展及其相关的各个阶

段、各个层面，可以说既是对中国油画本体价值

的一次系统化巡检、梳理，也反映了这些油画作

品背后的历史风云、社会变迁和文化脉动，让不

同时代的写实油画艺术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

贯通了与当代观众之间的崭新的精神连接。

◆ 张立行

从“巴黎高等美院”到“北京中央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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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明月——上海美术百年”展
均来自历年来艺术家或者艺术家家属捐赠

的馆藏，几乎可以构成上海现代美术史的缩影。

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
呈现20世纪以来中国人物画的现代

复兴之路，入选文化部2016全国美术馆馆

藏精品展出季项目。

江山如此多娇——当代中国美术的文心
和诗意展
全面而多维度地呈现改革开放至今

近40年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和丰富面貌。

时间停留：世界艺术大师马库斯 ·吕佩尔
兹艺术展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通

过国际交流，进行中西艺术对比互鉴，展示中

西艺术的关系，凸显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华艺术宫10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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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宫成立10年来始终以艺术展览为本，推出了一系列重
要艺术展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牌，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最为重要的
美术馆之一，彰显了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回顾也是一种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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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声》（油画）1926年创作

于巴黎，徐悲鸿早期代表性人物

画（画的前妻蒋碧薇） ■《东单小市》（油画）齐振起

■《肖像》（油画）徐悲

鸿老师、法国巴黎高等

美术学院教授达仰

中华艺术宫十年部分展览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