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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子恺看来，建立在“日本美术”基础上的“东洋美术优位论”，是一种必须斩钉截铁加以厘清的重大概念，

其核心诉求即是以“中国美术优位论”取代之。

作为画家、教育家、散文家以及弘一法师

弟子的丰子恺早为世人所知，其人品、艺品洵

足共仰，是20世纪文艺家中颇负清誉的人物。

然丰子恺在美术理论、中西美术史观和西洋美

术引进等方面的贡献，较少受到关注。

丰子恺起初学习西洋画，去日本游学亦抱

此目的。回国后不仅翻译了《源氏物语》、《谷

诃生活》（梵高传记），还写出了《西洋美术史》

《西洋画派十二讲》等著作，助力西洋美术及

学术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丰子

恺并未以西洋美术仰视者和膜拜者的定位搭桥

铺路，而是从理性的审视者的角度，表达自己

的见识，这和一些异域归来的留学生或“五四”

新派知识分子的站位显然不同。后者极力贬低

中国画，说中国画不科学、要革“四王”的命，

提出西画写实主义是改造中国画的良药等。丰

子恺却以对于中西绘画的认知，在 20 年代末

率先提出了“中国美术优位论”。

是时，新文化运动余波未息，批判传统

文化、推崇西方文化之风很盛。丰子恺最初

也对传统中国画持批判立场，比如在他 1920

年写的《忠实之写生》一文中，对中国画的

学习方法颇有诟病，与“写实论”者声气相

投。随着他在 1921 年赴日游学，且经相当长

一段时间沉淀后，眼见西画在中国越来越强

势，而中国画的审美却难以得到重视，处于

六神无主的状态，顿觉应以客观的立场发出

自己的声音，特别对于“东洋美术”的概念，

阐述自己的认知，并以此延伸至有关西洋美

术的话题。1930 年《东方杂志》一月号发表

了丰子恺的长文《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

胜利》，其主要论点包括：一、近代西方美

术尤其是印象派艺术明显受到东洋美术的影

响；二、日本美术不等于、不代表东洋美术，

它只是中国美术的一个支流，“日本画实在

就是中国画的一种”；三、中国美术才是东

洋美术的代表和主流形态，优于日本美术乃

至西洋美术。他还引用日本桥本关雪的论点：

“西洋人的思想囚于唯物的观念与理知的科

学范围，不能脱出一步；反之，东洋画的精

神不关科学实体的精微，不求形似逼真，但

因有气韵的表出而其逼真反为深刻。”

当然桥本关雪口中的“东洋画”与丰子

恺口中的“东洋画”概念不尽相同，丰子恺

显然并不看重日本画，他的“中国美术优位

论”以未窥毫末、主体在我为思考前提，是

对大正时期日本美术势头有所高涨的冷反应。

我查阅了日本美术史家针对丰子恺“优位论”

所写的几篇文章，发现不无抱怨，认为丰子

恺没有认真对待中国美术和日本美术的差异

性。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在本土意识和文

化自尊心的驱使下，要心甘情愿地接受丰子

恺的“优位论”显然并不容易。问题在于丰

子恺的理论并不是单纯受崇古念旧的文化心

理支配，而是比日本美术界的“东洋美术优

位论”更深入了一层。也就是说，在艺术主

张和如何看待西洋美术的问题上中日并无多

大歧义，甚至还非常接近，只是相对于中国

文化的中心地位，日本实际上只是作为边缘

文化而存在。丰子恺的底气在于，在强势的

西洋文化面前，中国文化无疑比日本文化更

具抗衡能力和自觉意识。

在丰子恺看来，建立在“日本美术”基

础上的“东洋美术优位论”，是一种必须斩

钉截铁加以厘清的重大概念，其核心诉求即

是以“中国美术优位论”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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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优位论”出炉的背景

　　近日，“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

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在浦东美术馆举

办。作为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于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展览，呈现

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中约50位欧洲艺

术家的 70幅作品，其中 16件作品首

次离开西班牙，9件首次离开普拉多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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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时代：
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

丰子恺作品《落红不是无情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