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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运甫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新中国最早一批接受专业美术教育的高才生。他从艺

六十年来，无论从事各类艺术创作，还是教学研究、编

撰论著教材，均业绩丰硕，成就卓著。尤其是在色彩学

领域的研究、教学，更是独树一帜。他积极倡导将科学

的色彩训练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写意性色彩的表现方

法合理的兼容结合起来，又在绘画形式结构中强化了视

觉艺术现代构成的表现性语言，进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

的东方式审美趣味和绘画风格。这里展出的百余幅作品

是袁运甫先生创作于20世纪60〜70年代期间的以水粉为

媒材的作品。当年的袁运甫一方面积极研究学习吸收传

统艺术的精华，审慎的剔除糟粕部分，另一方面积极参

与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社会实践中，主动与工农民

众打成一片。他将欧洲印象主义绘画的创作理念和表现

手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平面结构、随类赋彩

的方法有机的融通在一起，通过表现自然光的折射变幻

和冷暖色调对比，将西式手法的对象东方化，将东方艺

术的表意功能丰富化。这些不同元素经过巧妙的整合和

充分运用，在袁运甫先生这一时期的水粉画作品中表现

得极为自然生动，即使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重睹

旧藏，其风格面貌之新颖、鲜明与独特仍令我们为之心

动。也因此在其之后，注重色彩运用的水墨画、彩墨

画、重彩画及其多种衍生的新绘画样式纷纷涌现，成为

一条探索发展既有传统形式的创新大路。其意义与价值

得到了评论家、史论家的充分关注与肯定。

生命和生活，因为有了阳光和水得以繁衍与丰润。

而艺术，同样因为有了阳光和水才能得以多彩与丰富。

感受色彩，是谓后知后觉，理解色彩，仅为知行知觉，

而创造色彩，需要先知先觉。

祝愿袁运甫先生画展成功！

冯远   中国文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

幻化光彩  写意生活
——序袁运甫先生画展

冯 远

2009年6月10日下午，《光色音韵——袁运甫20世纪60〜70年代的绘画艺术》开幕式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全国

政协副主席张怀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陈希，中共中央统

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著名画家吴冠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吴长江，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

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王争鸣，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吴祖强等出席了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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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实践艺术已过 60年了。有幸在这里向朋

友们汇报这中间 20年的心路历程，也是件快事。时间

过得快，社会变化更快，也许我已跟不上你们前进的步

伐了，但我过去走过的路对今天的你们也许还能有参

考、借鉴、反思之用。

回顾这60年的创作生涯，我想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

自己一直在思考的。

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如何能与我们现代社

会及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相融合与创新。近百年来我们

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成果，其目标是为了丰富和革新

自己。在这一前提下，我努力将中国本土精神的色彩情

感赋予我的西画的创作中，让画面充溢着中国式透明灿

烂的光色而不只是法、俄式的高级灰。它是中国传统健

康、达观、积极、浪漫和理想主义人生观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画领域，我尝试从材料（平头笔、高丽纸等）、

色彩（水粉、水彩、丙烯）、表现内容、创作方法等多

方面入手来改造、丰富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力。也许有一

点阶段性的成果，但愿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我走的路。

二、中国的现代艺术教育在充分实践了19世纪欧洲

和苏联的教育模式以后，如何能与我们自己伟大的文化

传统和现实相结合？在我的教育观中，有三点是最重要

的： 1.向传统和民间文化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

习，不仅要关注主流的艺术潮流，还要重视如敦煌、永

乐宫、法海寺、云冈等无名艺术家的伟大创作。 2.向

社会学习。去生活里写生，捕捉审美对象，积累审美经

验，这依旧是最好的创作方法。3.我有一本文集的书名

叫《有容乃大》。开放教学、自由思想、学术平等是现

代教育的标志。不同观点学派的碰撞、交流、融合，是

我们集天下之大成的唯一路径。

三、作为一个急剧变革社会中的艺术家，如何发挥

他的作用和社会影响力。近四十年来，我创作了大量的

公共艺术作品。我想艺术家有责任向社会传达正确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价值观。因为文化的终极目的，不

外乎为了去建设更完美的社会集体人格。因此，艺术家

积极地参与社会的发展进程，会为社会带来健康和美好

的新思想和文化情怀，这也是我们创作人生的最大快

乐！

衷心感谢我的同事们、朋友们和同学们百忙中来看

我的展览。敬请批评指正！ 

写在袁运甫画展开幕之际

袁运甫

袁运甫先生画展开幕式图片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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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吴冠中出席袁运甫画展开幕式

画家袁运甫致答谢辞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代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贺信

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长江在开

幕式上致辞 

画展开幕式嘉宾云集、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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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开幕式现场之二

展览开幕式现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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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画 家 袁 运 甫

先生是建国后国家培养

出的第一批艺术本科毕

业生。在60年从艺生涯

中，他在中西艺术的融

合上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在

色彩学领域，他将西洋

印象主义色彩学与中国

传统民间艺术色彩模式

进行了合理、自然的连

接，形成了深具东方审

美精神和浓郁乡情的现

代性绘画风格。这在他

上世纪60〜70年代的水

粉画创作中显得非常突

出。可以说这是他艺术

风格最重要的形成期。

建国初期，中国艺术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

何使艺术真实参与剧烈的社会变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都选择了两个方式。一是到生活里去，放弃传统士大夫

文人画的艺术审美形式，去贴近、表现劳动者和一般人

的生活。从普通的社会生活中去发展艺术新的活力。另

一部分人要从西方文艺复兴以降的艺术中寻求力量，以

期彻底改变中国文人画传统对社会疾苦的回避和逃离状

态。而这两种从艺的方式形成了50〜80年代以现实主义

为主流的中国绘画发展的基本格局。袁运甫先生亦不例

外，他积极到生活里去写生，刻苦研究欧洲印象主义、

后印象主义的艺术表现和创作规律。我们从他50年代中

至60年代初的作品中，即可体验到他的功力之深，用心

之诚。但袁先生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的生活环

境和接受教育的原因，他自觉不自觉地隐约呈现了一种

光色音韵
——袁运甫20世纪60〜70年代的绘画艺术

蔷 薇

永不熄灭的灯光 水粉画 袁运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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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相联系的绘画面貌。这一点在他

70年代的水粉画作品中显得尤为明显。中国艺术的主观

精神和西方艺术的客观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很自然的融合

起来，合二为一。在自然的光，冷、暖色之间，中国构

图和乡情与朴素的阳光交相辉映，似乎在萌动着中国艺

术传统力量的内在涌动。

水粉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画种，它对中国现代艺术

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的艺术学院招生色彩

考试，绝大部分是由水粉画来进行的。一方面是因为它

使用起来方便，很容易考察到艺术考生的绘画技巧。但

另一方面谁又能否认，在我们这样一个用纸、墨来创造

意境的艺术形式中，能与墨相溶的水溶剂水粉材料，不

是我们创新传统水墨艺术，强化我们艺术表现力的一剂

良药呢？！在这一点上，袁先生与其他前辈们已为我们

开了一条路。袁先生的水粉画，以及他后来的彩墨画实

践，正是这一理想的最佳证明。今天我们研究他的水粉

画创作，一方面是欣赏他无与伦比的阳光之美，体会他

坚持谋求中西艺术融合的苦心，也要反思我们今天的艺

术和文化如何在浩瀚的世界文明进程中，发展并坚守自

己的艺术理想，摆脱被边缘化的文化险境，建设我们自

己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自19世纪起，伴随人类科学的进步，色彩学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色彩作为视觉的音韵，对我们认识和理解

自然、社会，宣泄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开启人类自由

创造意识的潜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色彩学

对现代音乐、喜剧、舞蹈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

内在影响和作用。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的互动影响，形

成了当代审美和文化进步的核心动力。而今，在国家大

剧院举办《光色音韵——袁运甫20世纪60〜70年代的绘

画艺术》展，将对社会普及文化知识，向社会一般观众

深入浅出的展示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理解姐妹艺术的

互动关系，提升全社会的审美水平和对文化进程理解力

是非常重要的。

本展将按年代次序，集中展示袁运甫先生在那个

历史时期的水粉画88幅。展品涵盖了农村生活、家乡情

怀、工业畅想、创作采风四个部分。其中重点创作将配

以相关文字图片说明，向观众普及有关艺术色彩学的相

关知识和艺术创作背景材料。

小学生们 水粉画 袁运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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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佛像与门神画 水粉画 袁运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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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京路培光中学 水粉画 袁运甫

南京工业园 水粉画 袁运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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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阊门外 水粉画 袁运甫

运河 水粉画 袁运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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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运河一角 水粉画 袁运甫

绍兴乌篷船 水粉画 袁运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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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棚 水粉画 袁运甫

粮站 水粉画 袁运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