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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0日上午，黄羲与近现代

美术研讨会暨福建省黄羲博物馆学术委员

会成立大会在仙游举办。福建美术家协会

副秘书长梁星到会祝贺，仙游县副县长林

宇家到会致辞。本次会议成立了黄羲博物

馆学术委员会、黄羲艺术教育基金，通过官

方平台的搭建，以共同推进黄羲艺术研究，

并鼓励青年学者参与到黄羲研究与传统人

物画创作中来。

随后进行黄羲与近现代美术研讨会，

会议围绕黄羲先生的创作成就与从艺从教

经历展开研讨，通过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位

生于闽中、影响辐射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

前辈所作的贡献。

黄羲作为一名优秀的传统人物画家，

其远绍唐宋传统，中承闽籍吴彬、黄慎之风

韵，近师人物画家李耕、李霞，成为“闽派”

人物画传承脉络中的中流砥柱。又先后师

从吴昌硕、黄宾虹等名师大家，兼善花鸟、

山水、书法，精通画史、画论，是一位专业突

出、学养全面的艺术家。他的人物画创作

和教学主张与潘天寿先生所坚持的“中西

绘画拉开距离”不谋而合，成为潘天寿中国

画教学改革中的主力军之一，为扶正当时

人物画过度西化的趋势，推动“浙派人物

画”发展的成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次

研讨会持续近三个小时，研讨会上，大家对

黄羲坚守传统的艺术精神和教育理念，并

从其人品、画艺、画学思想方面进行了广泛

的探讨和交流。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

人文学院教授毛建波主持。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

教授）回顾了“黄羲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

动”的三次大型展览，通过展览前的研究，

更加认识到黄羲是潘天寿先生建立中国画

高等教育体系过程中人物画教学的重要人

物。通过当时研究成果的发布，越来越多

的学者亦认识到黄羲先生的重要性。

黄羲留下了大量的教学笔记、画稿中，

通过这 300 多号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

献，可以一窥中国近代美术的很多问题，值

得做更多的研究。故而，成立黄羲学术委

员会，建好学术平台，可以凝聚学术力量，

做好黄羲研究，并通过慈善基金来支持更

多的年轻学者加入黄羲研究。同时，在黄

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我们更意识到家乡

对他起到的作用。通过李耕、李霞与黄羲

的师承关系，横向看，同一时段里仙游的三

位画家形成了“仙游三杰”的群体，对近代

美术是一个重要的案例；从纵向说，莆田画

坛从李在、吴彬到曾鲸、宋钰有着良好的传

承，李霞、李耕与黄羲都保持着壁画传统，

这是福建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酝酿的对唐宋

绘画传统的延续，从黄羲入手，对古代美术

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正如当时展

览以“世纪遗珠”为题，黄羲犹如上个世纪

的一颗遗珠，拂去尘土使其发光，是我们在

座共同的责任。

罗礼平（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

从福建区域美术史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福

建画家的崛起与黄羲个案的意义。黄羲是

第一批在传统基础上接受现代美术教育的

艺术家和教育家，同时，他身上折射出自明

以来从福建本土走出去的“闽派”画家的典

型。通过对黄羲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承前

启后地将整个福建绘画历史串联；另一方

面，黄羲对于中西绘画传统的认识和解读，

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质。“通过黄羲留

下的文集，可以看到他对素描的看法十分

独到，他看到了素描的弊端，同时他认为素

描对中国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并将

其付诸实践，他试图在西方的历史与传统

的现场中形成一个合力。”黄羲在绘画语言

与教育上的诸多探索，都值得进行深入探

讨和研究。

郑盛龙（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从时

代语境中分析黄羲的价值，“我们允许审美

多元化的存在，但同时要思考作为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什么？”黄

羲在上个世纪“西学东渐”的背景中依然坚

守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艺术风格、审美趣味

是在中华文脉谱系中流变形成，与时俱进，

在流变中发展，没有对原来传统的复制。

他以书法性抒写的线条作为绘画形式语

言，其线条质量、内涵与品味非常之高，符

合中国画内质的精神要求。可见，黄羲不

仅是一位从传统迈进现代的中国画大家，

也为后来“浙派人物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

作用，他身上有值得当代人与当代中国画

思考的东西。

俞梦彦（福建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从绘画技法角度，高度肯定了黄羲的艺术

价值。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黄

羲将院体画和文人画相结合，在艺术领域

走向了更加高华的道路。潘天寿将黄羲调

入中国美院，可以看到重要成果：一方面是

黄羲以文人笔墨冲破当时素描加壁画线描

相结合的封闭体系，对中国美院中国人物

写意画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

方面，从黄羲作品来分析，其人物、花鸟、山

水都十分精彩，工笔、兼工带写、大写意技

法都非常娴熟。他对于西方造型、观念、色

彩的吸纳是融合在民族技法的体系中的，

设色高雅，下笔直取，高度审美。他的大写

意和兼工带写是民族的概括造型与笔墨的

完美组合，对当下中国人物写意画有着重

要的启示作用。

邵彦（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

授）将黄羲定位为新老浙派的桥梁人物，

通过对“浙派”、“闽派”与“新浙派”笔墨谱

系递进的分析，可以看出黄羲出身的“闽

派”绘画实际上是明代“浙派”的孓遗，而

“新浙派”所形成独有的疾风暴雨式用笔，

正是明代“浙派”的传统。认为正是因为

潘天寿将黄羲请到浙美任教，恰好使杭州

本土中断的“浙派”传统得以接续，“就现

在来看，‘新浙派’的底层逻辑正是黄羲先

生所带来的‘闽派’传统，有格外强调用笔

的一面”。

福建对历代文化的积淀，使它成为了

中华文化的托底，黄羲则像一个倒置的宝

塔，他作为宝塔尖端的部分，却向上辐射，

托起了整个美术史。如何把黄羲做成一个

大题目，深入挖掘出他与历史的内在逻辑

是学者应该共同思考的。

黄叶（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强调对

一个大师最好的纪念，是重视大师，找回他

的精神和价值。在当下某种程度已经失去

对传统人物画深刻的影响和认识的情况

下，黄羲是很重要的传承，对他的研究是书

写美术史重要的一环。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仙游画派”与民间生态的紧密关联，以

及莆仙“三一教”混杂的信仰，使他对传统

壁画题材得到广泛的练习，或许正是黄羲

在西方文化与时代思潮中，得以保留闽派

特色和坚持传统的原因之一。

邱志军（福建省美术馆馆长）从美术馆

的角度出发，强调对黄羲在美术史上的再

定位。纵向上来说，我们可以把黄羲先生

放在整个“浙派”的脉络中进行梳理；从横

向来说，他有着与同时代名家共性，以及在

创作上对传统与当代化的探索，这应该是

作为当时潘天寿先生的选择的重要原因，

也是近代美术史上的重要议题。“所以在接

下来的展览中，我们应当重新考虑他的学

术地位，并进行作品梳理。”同时，对黄羲博

物馆来说，不仅要聚焦理论研究，更应当做

成一种公共方案，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的一环。

俞宗建（莆田市闽中画派艺术研究院

院长）将接下来的黄羲研究方向总结为以

下几点：第一个是溯源，第二个是定位，第

三个是贡献，第四个是发展，第五个是代表

作。

从黄羲的《九州禹迹图》溯源，我们

可以看到与李在、郭熙作品中所共有的

文人气、学者气。潘天寿一次次地请他

去教人物画，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传承的

是民族文脉，自家风神。他对于曾鲸、李

龙眠白描的反复临摹，可以看到他在不

断的守正创新和坚守反省中，一直坚守

中国传统几千年的优秀文化跟绘画的基

因。所以，黄羲是没有被转基因的，是一

个有重大研究意义的人民艺术家，是中

国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是中国古典人

物画的集大成者。

黄玉坤（仙游县美术家协会主席）从仙

游本土视域出发，从“仙游三杰”一脉相承

的壁画传统和绘画风格进行讨论。正是仙

游宗教信仰的文化属性及独特的地域民俗

民风民情，使仙游画家长期坚守于神仙道

释、历史经典为母题的古典人物画创作取

向；同时，直接在白墙上作水墨的作画方

式，“使得画家作画时指、腕、肘、肩、腰、膝

协调用力，行笔时长短兼顾，纵横交错，轻

重缓急，收放自如，顺逆锋交替顺畅”，这是

黄羲国画艺术成长与成就的文化背景，值

得我们关注。

黄国培（福建省黄羲博物馆馆长）强调

黄羲先生一生从事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

他的信念很简单，就是想展现传统绘画的

生命力与艺术趣味。所以，这一次成立福

建省黄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不仅仅是希

望完成一个个案研究，更是为了发扬传统

和保留传统，为了中国画艺术就是今后更

好的发展。

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毛建波教授指出，

接下来委员会将开放黄羲资料数据中心，

全方位地把黄羲的图像文字资料提供给相

关研究者。同时，黄羲相关著作将陆续出

版，例如黄宾虹《故宫鉴画录》的整理与出

版。这些工作不仅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可

靠范本，为近现代人物画研究提供资源线

索，也为近现代美术史以及美术史整体性

研究奠定基础。今天，我们对于黄羲的研

究也有共识，这不仅仅是一个画家个案的

研究，更是对当下传统人物画乃至中国画

的思考，亦是对区域美术史、近现代美术史

的挖掘和发展。

闽中遗珠，“浙派”先导
——黄羲与近现代美术研讨会综述

■洪新莹

黄羲与近现代美术研讨会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