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运生：开启艺术形态的新时
代

Peng silong

2007.03.29



简介

• 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
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
1978在云南博物馆举办个展。出版“云南白描写生集”。
1978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同时创作北京国际机场
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198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
1982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安排访问
德·库宁、劳申伯、乔治·西戈等艺术家并在纽约举办演讲
会。
1983年应聘为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访问艺术家。应邀为该校
图书馆创作壁画《红+兰+黄=白（关于两个中国神话）》。
1984年应聘为哈佛大学访问艺术家，同时举办讲座和个展。



简介

• 1985年继续应聘至1987年为哈佛访问艺术家，教授素描
并多次举办讲座。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壁画会议。
1987年在纽约苏荷区画廊举办个展。
1988年应邀参加汉城国际奥林匹克艺术大展，作品为韩国
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1988—1996年在洛杉矶、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台
北、北京国际艺苑、剑桥等多处画廊举办个展。
1996年应邀参加其创作巨型壁挂“人类寓言”在哈佛大学
揭幕仪式。应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院长邀请回国任中央美
术学院油画系四画室主任至今。
1997—2001年多次应邀参加国内重要提名展，二十世纪
大展，油画百年展及多项学术研讨会。历任中央美术学院
教授，学术委员会常委。



从中国出发

• 半个世纪以来，袁运生的艺术生涯大起大落，颇多挫折，
也备受宠幸，但他宠辱不惊，特立独行，始终怀抱着对历
史、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爱以及求索艺术真谛的高度热情，
从不囿于成见，也不趋从时尚。在学习西画艺术之时，他
沉迷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体系，乃至醉心于中国书画理
论。在80年代以来画坛多重西学西法的情势下，他一次次
远行西北、西南、中原、东部、长江流域考察中国古代石
雕、壁画、领悟历代艺术境界的妙谛和精神要义。1982年
他所写的《魂兮归来棗西北之行感怀》一文，鲜明提出
“追索民族艺术的真精神”，堪称百年来中西文化交融碰
撞大潮中呼唤中国艺术精神的名篇佳作。此后，他虽远涉
重洋14载，直接接触大量西方当代艺术现象，却能冷眼看
世界，愈发对中国民族艺术精神应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源
头活水深信不疑。



我这个人

• 我是个很中国的画家。我对于中国文化用极大的热情去理解，越接近
它越觉得其深不可测。

• 从青年时代，我便渴望探知西方文化的根底，了解越深，和它的距
离也越清晰。我能理解其中的许多东西，比如从某个层次上讲，它的
思想方法很科学，很透剔，然而我不能完全的认同，因为对我来说它
太冷，太极端，太个人。虽以讲人性为其旨，却时时失去人性，因为
太物质，太相信数目字。最科学的思维方法，其实不免培养人的片面
性和绝对性。

• 我对于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到亲切。
• 对天、地、人，中国文化有敬畏之感。这也是一种宗教感情，是更

根本的，无所不在的。中国文化对于形式和内容寻求统一的认识，强
调关连，这个文化有极强的生命力。我对它怀有信心。

•
对于现代化，我有很深的保留。我不喜欢走马灯一样热切的生活方

式。现代人要学会静思。
•



挫折

• 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
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
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大胆绘入3
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画作经邓小平首肯展出。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
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艺术
界将机场壁画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并称为建
国后最重要的两件艺术品。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
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
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
待地一睹究竟。



经历

• 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美术界
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
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上升到政治层面。《泼水
节——生命的赞歌》中的三个裸体从此不得不披上一层透
明的纱衣。1982年，袁运生出国后，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
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直到1990年，这堵假墙才
被拆除。机场壁画与袁运生的曲折命运折射着转型期艺术
的处境与观念的变革。

“现代的中国文化缺少整体性。文化史因此充满各种
偶然。外来因素独领风骚，一次展览甚至一幅画便可影响
一个时期的风潮。”袁运生说，“机场壁画本来掀起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但受到这幅壁画命运的影响，这
场运动随之走入低谷。”机场壁画的探索最终也只是昙花
一现。



观点—当代艺术问题

• 关于高等艺术教育问题

• 我则在关心另外一个问题，高等艺术教育问题，中国近百年艺术
的发展状况，中国艺术在现状中的发展。我们的高等艺术教育是把西
方的完全搬过来。从一开始，中国美术教育是从日本传来的，而他们
则是从西洋抄来的。它的艺术教育的核心部分，是西方标准。不是说
西方的不要学，而是说中国是另外一个系统，它发展到怎样的情况？
它的范围和资源是怎样的？我们的艺术发展之所以是今天这样，是与
这个前提或者背景有关系的。石膏像意味着经典作品，就是审美的标
准性作品。

• 我们把所有的标准定在西方的范围里，一直以西方为主要参照系，
这是我们存在的重大问题。



观点

• 袁：这里面有另一个系统，在世界范围内，有西方的标准，也有中国
的标准。就象所有人学画时一样，而我们则一直遵循着西方的经典艺
术标准。

• 我们是在自愿地跟随，跟随西方的模式，尤其是这二十年，差不
多我们的艺术家，理论家，评论家关心的只是西方艺术，而且认为中
国的艺术是已经死亡的，没有什么价值；西方是活灵活现的，而且一
直在进行当中，有前卫性。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 前几年我提出一个课题，就是把中国的雕刻做一次大范围的考察。
从里面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雕刻，复制起来，变成美术学院的教材，
取代西方的素描。在我们的中学教育或者小学教育中缺乏(中国文化
的教育)特别是关于经学的部分基本没有。

•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观点

• 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理想，没有了
担待，失去了精神。我们的教学普遍丧失
了人格教育，我呼吁要把“经学”，中国
的传统国学放到中学课本里。象西方的经
典部分，从来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在西方
所有的大学教育中都被包括进去，而我们
什么也没有了。



观点

• 那是我去敦煌，在那里遇到浙美的学生，
当时为他们画的速写。(记者评述：那本附
上袁运生速写的散文式的书中，记述了浙
美早年毕业生的生活，对78级浙美学生的
现今状态作了粗略的描述，每个人的脾气，
性格和艺术历程有一个基本的呈现。)那个
时代，中国的状态比较好，有的人清醒，
有的人思考，但总体有一种复兴中国文化
的气势---



观点

• 后来，特别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没有那种时代气
息。现在的人全是近视眼，他们只注重眼前，就
象你在提纲中说到关于现代生活状态的说法。
“一切转瞬即逝”，“速成的年代”。中国现在
的状态完全是在模仿西方，甚至连生活状态也希
望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也要装成这样。所
以说，也只是他个人的状态。象“着急”，“马
上”，“机会来了”等等，和心态有关，有点嫁
祸于科技的发展。



观点

• 我们在很奇怪地迷信，迷信西方。1982年我在美
国做的第一个演讲就是关于这个主题，而回国后，
我觉得中国人越来越崇洋媚外，非常不可理解。

• 我在山西看了那么多石刻，佛像，我想写一
些告诉人：需要看什么，怎么读，我想要告诉人
们。这件事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有一个
教学理念，但不大被人重视----



总结

• 文化是群体的事，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
文化的前途关系国家长远的命运，不能不
以主人的姿态面对文化问题，这是我们的
使命 。

———袁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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