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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术学院的中国画发源广泛，教师

队伍中既有各大专业院校培养的专门人才，

也广纳社会贤能，成就了中国画在四川美术

学院的多源并存。从学校创始至今，从事中

国画实践与探索的教师们，积极响应学校发

展和学科设置调整的需求，广泛地参与到学

校各教学岗位的工作当中，从事着不同层次

的教学工作；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经

典研习与传授上，继承中国艺术的伟大传统，

并承传这一传统，他们在传统中寻找未来，

使得中国画的基因浸润到了四川美术学院发

展的精髓之中，为学校不同时期的教学、科

研和创作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历经 80 年的风雨历程，四川美术学院

在中国画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教学、

研究与创作方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伴随

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新

的变化，四川美术学院的中国画，逐渐形成

了注重传承、不断超越、开放包容的多元融

雕塑的民族化问题，是 20 世纪以来，

激荡的社会变革与东西方碰撞之下，中国美

术所遭遇的重要命题之一。1942 年《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革命化、

大众化、民族化的方针，其后“民族化”更

逐渐成为一种显性和主流的话语。这一话语

背后，是文化认同的形成与主体身份的建构

问题。在 1949 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以

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迫切。川美雕塑的民

族化探索，就是在中国雕塑的整体叙事中的

一个重要的片段和切面。

中西方“雕塑”的知识谱系来自于不同

的理念和范式，古代中国的雕刻、泥塑等用

语，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雕塑”的概念，

前者是所谓工匠的“皂隶之事”，后者是西

学东渐过程中文化移植的结果。一方面，李

金发、江小鹤、滑田友等人所引入的欧洲古

典写实雕塑系统开启了中国雕塑现代转型的

进程。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独立，在艺术创

作当中需要形成新的叙事方式，也因此，向苏

联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历史的选择。

川美雕塑的创作和教学就主要渊源于这

两大体系。曾求学于杭州国立艺专、深受留

欧雕塑家影响的首任系主任郭乾德，自觉地

合的风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术教育

事业的蓬勃发展，聚集和造就了一大批闻名

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自 1940 年至 1978

年间，投身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科发展与

专业实施与探索的前辈艺术家的作品，他们

都长期根植于 20 世纪中国画发展艺术生态

之中，在对传统艺术研习与创作的造诣、社

会影响力以及他们在中国画领域，身体力行

的实践与探索等方面，俨然已成为后辈艺术

家发展的榜样。他们在中国画方面的艺术成

就以及教学思想，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画现代

化的演进过程，成为 20 世纪中国画发展最

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在中国的美术教育

中具有示范、楷模的作用与重大影响。

他们通过艺术创作，使我们感知到他们

面对传统与时代时的独立思考，在实现艺术

梦想之路上的奋斗与执着，也是他们孜孜不

倦追求与呈现的态度所在！他们的创作既是

使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重新阐释“雕塑”，

在创作上也对中西融合做了初步探讨；入选

了 1956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克林杜

霍夫雕塑训练班”的赵树同，系统学习了苏

联的雕塑模式；参加 1960 年—1963 年“刘

开渠雕塑研究生班”的叶毓山、伍明万等人，

又再次强化了欧洲的古典写实技法。传统文

化秩序与外来思潮的相互激荡，使得川美雕

塑系的师生在观念和实践的层面开始初步思

考民族化的问题。

川美雕塑系从 1954 年开始对大足石刻

的田野调查和持续性地翻制古代雕刻的过

程，则形成了一个真实的艺术践行场域。一

方面，传统的典型雕刻语言充实并完善了教

学与创作的技法；另一方面，对古代文化的

重新审视和理解也加深了东西方艺术观念的

交流和融合。雕塑系师生开始逐渐摆脱西方

古典雕塑教学对于人体模特的依赖，有意识

地尝试运用传统造型手法创作。川美雕塑系

逐渐在教学中形成了欧洲古典雕塑、苏联现

实主义雕塑、中国传统雕刻技法并行的格局。

1960年代初期举办的“四川雕塑展”，

是川美雕塑系在探索民族化进程中的第一次

集中的呈现。1964 年，重庆的雕塑家们将

每一位前辈艺术家营造的他们自己特属的视

觉世界（即他们风格迥异的创作视觉呈现），

又是他们尊重个体体验，充分表达自我的文

化观念描述与表达。他们的艺术创作也是在

不断地呈现他们认识事物的文化态度。每一

位前辈艺术家都是当代中国文化构建的参与

者、实践者与见证者，他们呈现的各式各样

的文化态度，正是中国文化建构的给养！  

参展艺术家（按出生年月排序）：

丁六阳（丁愚）、杨竹庵、钟道泉、谢趣生、

陆其清、毕晋吉、冯建吴、肖建初、赵蕴玉、岑学恭、

何方华、谭学楷、黄原 (黄海儒 )、杜显清、杨富明、

彭邦一、罗明遥、李文信、白澄、雷荣厚、赖深如、

易本奎、杨祖懿、钟在本、林昌骏、白德松、米立权、

杨麟翼、杨涪林、唐允明、傅仲超

近期创作的 100 件作品在北京、上海、武汉

及重庆举行巡回展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题材广泛、对民间传统技法的借鉴以及

贴近现实、富有生活气息是这批作品所集体

呈现的特点。

20 世纪 40—60 年代川美雕塑系师生的

民族化探索，是中国雕塑建构自身现代性过

程中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一方面，它延续了

新文化运动“引西入中”的思潮，在学习西

方的雕塑技法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传统，

探讨中西融合与再造的可能；另一方面，建

国初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使得强化民

族性成为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艺术作为文

化的表征策略与话语范式，不仅要对现实做

出批判性回应，也需要回到具体语境，跨越

现代性的历史藩篱，从自身的脉络中寻找确

立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的基本路径。

参展艺术家（按出生年月排序）：

郭其祥、伍明万、龙德辉、叶毓山、王官乙、

龙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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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建初、何方华、李文信、赖深如、钟道泉、毕晋

吉、白澄、丁六阳、杨竹菴、冯建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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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cm×151cm

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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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文信

长征

纸本水墨

280cm×420cm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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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道泉

秋风吹冷艳，晨露湿新妆

纸本水墨

105cm×62cm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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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吴

神女应当无样，当今世界殊

纸本水墨

190cm×66cm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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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明

八哥图

纸本水墨

108.5cm×22.5cm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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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毓山

杜甫

铸铜

120cm×60cm×45cm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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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德辉 

觉醒

铸铜

110cm×60cm×140cm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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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明万

养猪妇

青铜

19cm×21cm×72cm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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