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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引西润中”两种方式在争流互补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画的发展和现代转型。

群星闪耀，翰墨生辉。近日，“历史的星

光——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研究展”在中华艺

术宫（上海美术馆）拉开序幕。作为“何谓海派”

艺术系列大展的第三个项目，展览以翔实的史

料、豪华的阵容、精彩的作品，呈现 20 世纪上

海和京津地区中国画的发展历史、理论成就和

大师风采，从而见证中国绘画艺术由传统向现

代化的转型。

这是上海首次系统呈现京津画派与海派绘

画，展览立足于近现代艺术发展历程中这两个

极为重要的画家群体的研究，同时注重梳理和

呈现百年间中国画艺术思潮的发展，荟萃赵之

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

鸿、张大千、溥儒、林风眠、潘天寿等艺术巨

匠的近 90 件精品力作。通过艺术作品及相关文

献的呈现，从文化背景、社会生态、画家群体、

艺术面貌等多个方面切入，深入剖析京津、海

派面对百年之大变局的应对方式，呈现两个画

家群体的不同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与城市发展、

社会转型、文化裂变之间的关系，也力图对当

下的艺术创作有所启示。

 “海派”一词诞生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初的上海地区，起初用来形容绘画、戏曲领域艺

术形式的新潮流与新变化。最初“海派”具有贬

义色彩，其词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流变，也让人看

到了在社会剧烈变革下，文化的“传统”取向与

“现代”取向之间彼此冲突又极力融合的一种样

态。与海派一样，“京派”是一个变化、流动的

概念，是在北京和上海南北两个文化中心逐步确

立中、与海派的对比与交锋中，逐渐成型的。总

的来说，京派注重从传统中汲取前行的动力和方

向，而海派则注重对新需求、新潮流的拥抱。

此次展览分别梳理了两大画派的发展脉络。

从社会变革与文化反思、赓续传统与现代转型、

西学东渐和推陈出新三个板块，展现京津画派

在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画画学理论

争锋；海派绘画则从江南风范和海派趣味、文

人情怀与都市活力、摩登时代和守正创新三个

板块，呈现从海上开埠到改革开放数百年的艺

术思潮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几十位近百年来影响中国画发

展历程的名家之作集中展示，更可谓星光璀璨，

清晰呈现了 20 世纪中国画“推陈出新”与“引

西润中”两种发展方向。民国时期的京津画派

整体上偏重于传统画学的振兴，力求在传统内

部汲取力量以图发展，在清代正统派传统之外，

或筑基宋元，或取法清代石涛等个性派，或得

益于吴昌硕金石写意风，或借鉴古代刻石造像，

探索出多种传统出新的途径，而这些以复古为

革新的案例并不仅为京津画派所有，也是海派

绘画从清末到民国期间名家辈出的原因之一。

此次展出的作品中齐白石《松鹰图》、溥儒《薜

荔垂千仞》、张大千《始信峰图》、谢稚柳《松

岭霜红》等作品可窥见京沪两地画坛借古开今

面貌之丰富。吴湖帆《碧海苍松》、陈少梅《樱

桃沟》、李可染《蜀山春雨》、陆俨少《晴麓

横云》、唐云《养鸡场一角》等则展现出在新

中国成立后融合写生之法的时代新风。

徐悲鸿、林风眠、叶浅予、蒋兆和、吴冠

中等艺术家的作品代表了几代艺术家“引西润

中”的创作理念实践。他们分别从西方绘画的

不同角度切入，突破中国画的壁垒，探索中西

艺术的融合，成为推进中国画向现代转型的重

要方式。而“推陈出新”“引西润中”两种方

式在争流互补中，共同推进了中国画的发展和

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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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星光

　　近日，“马蒂斯的马蒂斯”在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群上海

空间（UCCA Edge）举办。此次展览

从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馆藏

中精选 280 余件涵盖油画、雕塑、素

描、纸上墨水、版画、剪纸、书籍插

画、织物等多元媒介的作品与藏品，

完整呈现包括马蒂斯自学生时代开始，

到成为野兽派的代表人物直至后期的

剪纸艺术，再到晚年旺斯礼拜堂设计

在内的全部艺术创作生涯。

信息

马蒂斯的马蒂斯

陆俨少 晴麓横云 97×45cm 1980 年 中华艺

术宫（上海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