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世界的眼光继承传统
               ——吴冠中先生艺术创作历程 高敬/文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孟子这样对我说，但天却未必降我

以大任，……夕阳晚风，留下了这套画集，目送飞鸿。

——《吴冠中全集》自序

吴冠中先生早年就学于国立杭州艺专，学习油画和国画；

后留学法国，研习西方绘画。回国后，他深入研究中国传统，

总结西方艺术新学，积极探索与实践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

化。在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之中，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形式美与

中国传统审美中的意境美进行有机结合，构成了具有中国民族

特色的“自然—形韵”新体系。其油画和水墨风景大多取材于

江南风光，用几何性的形体组合、鲜明纯正的色彩、明亮的色调

表现诗一般的意境。在当代世界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吴冠中先生

找到了具有自己代码的艺术语言，并得到了世界艺坛的认可。

在吴冠中先生88岁高龄之际， 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主办、

雅昌艺术网与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承办，历时两年零十个月编

写的《吴冠中全集》于8月正式出版发行。

首次为在世艺术家出版全集

《吴冠中全集》是目前国内首次为在世的艺术家出版全集。

吴冠中先生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艺术家，他

把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眷念化作艺术创新的动力，创作了无

数享誉海内外的艺术精品。而吴冠中先生近年来由于健康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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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艺术活动很少。全集的出版经吴冠中先生本人审定的画集

能保证入选作品的真实性，为研究者及中国当代艺术史提供了

宝贵的文献资料。

《吴冠中全集》，不仅全面梳理和呈现了吴冠中先生艺术发

展的清晰脉络，鲜明地折射出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

不同时间段里时代性对于艺术家创作的微妙影响；而且由于吴

冠中先生在中西方艺术融合、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方面

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吴冠中全集》也可以被看作是二十世

纪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一个典型 , 它的出版将会为文化多元化的

21 世纪中国艺术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民族化

与全球化问题做出很好的注释。

吴冠中先生在进行艺术实践的同时，还积极进行理论探

索。他在70年代末以来提倡在民族情感基础上创新的“风筝不

断线”、形式与内容不应分离的形式美、没有表现客观对象的

“笔墨等于零”等系列理论，对推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

美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世界艺术史上的杰出艺术家相

比，吴冠中先生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上的建树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艺术的标志和典范

吴冠中先生的老同学，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如是说：

现在人们的审美要求都在发生变化和发展，像吴先生这样的艺

术家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时间里，油画要民族化，这可能是他的

作品既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也被西方认可的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奉献，再加上创新，创新是融合中西创造出自己的风

格，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艺术，要发展、要有希望、要走向

世界，吴先生是一个标志和典范。

改变了以往对艺术的认识

第三卷执行编委、著名批评家贾方舟先生认为，首先应该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对吴先生的艺术做一个鉴定，首先提出了什

么样的艺术家才可以称之为大师？大师是能够创造和引领一个

时代的审美趣味的艺术家。不仅能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审美，而

且对审美趣味进行引领，并在艺术的观念、艺术的图式、艺术

的表现方法以及许多方面进行表达，而吴先生正是改变了我们

以往对艺术的认识，吴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图式，给我

们提供了新的形式和观念，让我们重新去审视今天新的艺术。

继承传统，要有世界眼光

吴先生的作品有一种哲学意味。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先生

有充分的体验来探索艺术之道，特别是对于传统的看法，吴先

生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表达了其观点——不要忘记我们的艺术

传统。但是很多艺术家及理论家的理解：艺术传统经常指的是

形式和风格，而不是它的精神，而吴先生追求的恰恰是精神，

而不顾它形式上的要素。2007年吴先生在一篇文章上强调：继

承传统在窄的路子上走必然要死亡，艺术必须要关注人类，要

有全世界的眼光，必须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以人类最高智慧的成

果为坐标，这样的追求才会达到我们更高的成就。吴先生对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也曾发表言论，民族的艺术确实

是世界艺术的一部分，因为世界由各民族组成，但是如果我们

仅仅满足于本民族的那些陈旧，而不去发挥我们的想象，不吸

取世界艺术的经验，我们就被自己本民族的东西困死了。

在研讨会结束之前，吴冠中先生再做讲话并带给我们艺

术界一个新课题：“我很感慨这个书出来了，是我88年来的历

程。但是我心里还有感触，我88年来从事的美术一直到现在，

苦于我这个人88年一直在修道院修道。所谓修道就是在创新，

而创新又是那么容易吗？”

 (作者供职于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互联网内容中心编辑

部）

雅昌企业集团万捷董事长（左）、深圳事业部王岩总经理出席新书发布会

民族的未必就是世界的！

吴先生认为，继承传统，必须站在时代的至高点以人类

最高智慧的成果为坐标，才会达到更高的成就。如果仅满足

于本民族的那些陈旧东西，自己就困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