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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策划推出的“历

史的星空——二十世纪前期海派绘画研究展”吸引了许

多观众的目光。策展团队对1843年到1949年期间活跃

于上海地区的海派画家进行了多方位的梳理与研究。

任伯年、丰子恺、徐悲鸿、林风眠等众多画家本着各自对

中外绘画的理解，在上海开启了中外美术之间的现代性

对话，走出了一条多元融合之路。

采用西洋部分技法第一人

传统中国画的视觉体验是基于乡土社会的，农田、河

流和山峦是元、明、清画家们共同的感受对象。上海少有

自然的山水和诗意的田园风光，但是有着高耸的建筑、绚

烂的灯光以及宽阔的马路，这无疑促进了20世纪前期的

海派画家超越原有的艺术传统，进行艺术上的试验和创

新，形成海派独特的中西融合、传统与现代一体的画风。

任伯年的绘画虽然主要受到浙江民间版画艺术的

影响，但也不乏西方绘画的观察方法。在任伯年的作品

中，可以看到生动的造型、不同于传统的晕染方式，其没

骨画法既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也不乏西方的痕迹。

位于徐家汇的土山湾画馆是任伯年受西画影响的

源头。刘德斋是徐家汇土山湾画馆的主任，他的西洋画

素描基础深厚。从刘德斋那里，任伯年学习到写生的观

察方法，也注意到了水彩的画法。雕塑家张充仁认为：

“任伯年的人物画极能传神，如《三友图》就可以看出他

与前代画家全然不同的风格，是中国人物画采用西洋画

部分技法的第一人。”

任伯年在中西融合方面的成就为他之后的画家所

学习，尤其受徐悲鸿的推崇。1950年，徐悲鸿撰写《任伯

年评传》道：“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

致。”在徐悲鸿看来，任伯年的写意画生动逼真，超越了

多数中国画家，具有世界性。

1944年，郑逸梅在《三十年前之书画家》中列举了20

世纪早期活跃在上海并参用西法的画家：“时西法画已

渐及于沪，舒萍桥偶参用之，吴石仙绘泼墨山水，人谓其

亦参用西法。又数年而周慕桥、吴友如等咸名噪艺林，

张聿光更擅长油画，而墨笔及设色各画，亦卓然成家。”

其中，吴石仙是任伯年之后海派画家中具有鲜明中西融

合特点的画家。

1880 年后，吴石仙寓居上海，其知名度与任伯年同

列。关于吴石仙的画法渊源，画家自称是模拟古人，但

他的画也受到西画的影响，新鲜的视觉表达令其作品在

当时的市场上很受欢迎。

不妨高歌人生的悲欢

五四运动之后，人们认识到西方写实美术具有理性

的精神，有科学的观察方法，可以与中国画固有的诗意

进行折中。更多的现代美术教育家到海外留学、访学，

欧洲、日本是他们的主要留学地，而他们出国前多以上

海为求学准备之地，回国后又以上海为教授之所。上海

有着全国数量最多的美术院校，尤其以上海美专、新华

艺专等私立院校为主。这些院校的教师以留学归国的

西画家为主，国画往往是后建的系科且规模较小，故而

西画教师对于国画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丰子恺尽管以中国风味漫画得名，但其早年有着深

厚的外来艺术学养。20 世纪 20 年代，丰子恺在上海的

专科师范学校、立达学园等院校任教，有着非常丰富的

艺术教育经验。正是有了宽广的西方文艺视野，丰子恺

对于中国画的认识才没有停留在传统之中。1934年，丰

子恺在《谈中国画》中说：“现代人要求艺术与生活的接

近。中国画在现代何必一味躲在深山中赞美自然，也不

妨到红尘间来高歌人生的悲欢，使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愈

加密切，岂不更好？日本人曾用从中国学得的画法来描

写现世，就是所谓浮世绘。浮世绘是以描写风俗人事为

主的一种东洋画，所描写的正是浮世的现状。总之，绘

画题材的开放，是现代艺术所要求的，是现代人所希望

的。把具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和特殊的中国画限制于自

然描写，是可惜的事！”

丰子恺认为，中国画要表现现代的生活，而不是局

限于传统的自然题材，中国画应该是现代艺术。在对中

国绘画与西方现代绘画的相通性的认知上，丰子恺与刘

海粟、汪亚尘等专业美术院校工作者有相近之处。所不

同的是，丰子恺用中国的绘画技巧表现现实的人生，而

不是去模仿西方现代的形式。

西画家的新派国画实验

从1923年开始，曾以油画为主的刘海粟开始转向中

国画。他撰写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认为石涛和后

期印象派都主张表现主观感情。他没有主张中西折中，而

是从表现艺术的观念来统一中西艺术。他当年的许多艺

术实践都表现出汇通东西、创造新艺术的强烈追求。

就在刘海粟提出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文人画相通

性之际，上海美专西画教授汪亚尘也提出了相近的看

法。汪亚尘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讨论东西方艺术，通过

提倡西方现代艺术来振兴中国画。汪亚尘心目中的中

西沟通不仅是技法性的，更是情感性的。他说：“我素来

不赞同所谓‘折中派绘画’。拿摄影术的技巧用在材料

简单的中国画上根本是误解。油画的精髓，在于简单明

了借用物体来表达内心，同时便包含许多哲理，不是粗

浅的技巧主义者所能了然。”汪亚尘曾表示，“习洋画的

人负有革新中国画的责任”。这是他与刘海粟、朱屺瞻、

关良等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西画系教师的共同特点。

1936年，徐悲鸿发起的默社在上海成立，朱屺瞻、汪

亚尘、陈抱一等上海画家参加。《美术生活》杂志为此刊

载了徐悲鸿、朱屺瞻、汪亚尘三人的花鸟作品。这三人

均以西画著称，此时转向中国画，在创作思路上也较为

接近。这些画家熟悉西方现代派，再回到中国画的改革

上来。他们与当时的一批折中派画家的区别在于对西

方绘画的理解不同。折中派认为西方绘画代表着科学，

而现代派则认为西方绘画带着个人表现。由于立场不

同，他们对中国画变革的方向也是不同的。

他们都选择了上海

1926 年 5 月，刚刚从法国回国的林风眠在《东方杂

志》发表长文《东西方艺术的前途》，明确主张调和东西

方艺术：“西方艺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于写实一

方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想象为主，结果倾于写意一方

面。艺术之构成是由人类情绪上之冲动，而需要一种相

当的形式以表现之。前一种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

外，后一种寻求表现的形式在自身之内。方法之不同而

表现在外部之形式，因趋于相异，因相异而各有所长短，

东西方艺术之所以应沟通而调和，便是这个缘故。”

林风眠中后期长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中国画院担

任画师多年，他潜心艺术创作，其彩墨画的成熟正是在

上海。林风眠的彩墨画以西方现代绘画诸如马蒂斯、莫

迪里阿尼以及立体主义为造型和色彩基础，使用中国画

的笔墨和纸张工具，从艺术语言上创造性地打通中西，

发展出具有时代性的现代中国画。林风眠还在上海中

国画院留存了大量画作，并对画院以及上海年轻一代画

家有重要影响。

除了林风眠之外，还有不少归国的西画家在国内各

个城市来回迁居，最终选择上海为定居地。他们一开始

都以西画创作为主，最终又在上海转向了国画创作，呈

现出新的风貌。

上海所处的长三角地区是南宋以来中国经济的重

心，也是人文艺术的荟萃之地。明清之后诸多以地域命

名的画派都是以江南州府甚至县域为中心的画派。这

样的人才贮备在1840年后陆续移民上海，他们接触中外

文化，促成了高水准、深层次的中外融合。从最初的略

参西画，到实用美术渗透下的新派画，再到以留学生为

代表的引入现代艺术观念的水墨画、彩墨画，海派中国

画逐步走出了一条继承人类文明优秀传统、融合发展、

创新创造的独特道路。

在海派绘画中，本土与外来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

汇通、相互激发的，最终形成了创新性的艺术形式和文

化思想。今天，我们回溯海派绘画所走过的多元融合之

路，有利于我们更自信、更坚定地推动上海当代美术的

国际化。这是历史给予上海的传统特色，更是历史给予

上海的重要使命。 （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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