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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將探討劉海粟的藝術改革思想及理念，但不包含其繪畫創作理念。本

文將介紹其生平並探討其藝術改革及教育理念，探討當時的時代背景，並分類劉

海粟與同時期其他藝術理念相近或不同的改革者、藝術家或教育家，亦會整理劉

海粟如何透過報章雜誌、畫會社團及教育理念、以及舉辦展覽和演講來宣揚其藝

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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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無論是在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以及藝

術體制上皆受到西方相當的衝擊及改變。1清政府的滅亡及民國的興起，科舉制

度的瓦解及西方學說思想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萌發。西方的藝術教育及觀念也衝

擊著中國原有的藝術體制及文人畫傳統體系。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意識到中國本身

制度的弊病，而積極推崇西方思想。在藝術方面，有人提出了中國畫已走入盡頭

且無任何未來發展性可言的論點，然亦有其他人主張中西藝術應相輔相成、互相

學習，亦也有人仍認為不應全盤西化，應從中國畫中汲取養分。當時的社會現象

思想包含了十九世紀的西學東漸、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全面否定文人畫的傳統、

四王所代表的正宗為近世畫學衰敗的原因以及主張輸入西方的寫實主義。2這些

都影響了劉海粟在成長時以及往後對於藝術的理念及思想。 

 

有些中國教育家以及畫家體會到中國體制的衰落，中國繪畫未來已無任何發

展性可言，需要進行改革以振中國美術之衰微，紛紛提出各種論點及改進辦法，

亦有許多人希望透過引入西方的藝術教育及體制，一改中國美術情勢之衰弱。在

這些改革者中，藝術叛徒劉海粟(1896-1994)，秉持著他中西應並濟的理念，標榜

著必須中西合併，擷其各之所長。他與友人創立上海圖畫美術學院，並擔任其校

長一職多年，前後也任教於多所學校，提倡戶外及人體模特兒寫生，創辦或參與

畫社及藝術相關雜誌的製作與經營，推廣中國繪畫至其他國家並舉辦展覽，也發

表及介紹了許多關於中西藝術的文章或書籍。 

 

有關於劉海粟之相關研究，無論是在其藝術教育理念或創作研究上已有相當

的研究，本文將透過其文章、著作、演講稿及相關研究探討其藝術改革理念，並

歸納為幾個較主要的觀念，亦會分析其對藝術改革及教育推廣途徑。劉海粟曾說

過中國畫且將絕矣，亦有學者認為劉海粟早期是鄙視中國繪畫的，本文亦會就此

探討劉海粟對當時中國畫的看法。 

                                                      
1 萬青屴，〈近代畫學之變：一七九六－一九四八〉，《《世變形象流風:中國近代繪畫 1796-1949》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 : 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2008)，頁 13。 
2 萬青屴，《並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臺北市：雄獅美術出版社，2005)，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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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世紀的中國美術思想 

此節將介紹劉海粟成長的背景年代，包括當時中國傳統藝術所面臨的挑戰或

質疑，劉海粟與其他同時代的人對於中國以及西方藝術看法及觀點，並以觀點相

近或不同作區別。 

 

中國早在明代即有西方文化、美術相關訊息傳入，但大量的傳入還是主要在

十九世紀，西方憑藉著其船堅砲利，將其文化及各項學說引進了中國，也引發了

中國人向西方學說靠攏的救國意識。3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面臨了封建制度的

解體、西方學說思想的傳入、國勢的衰微、西方帝國主義的侵入及留學海外的莘

莘學子們的歸國，人們開始省思中國政治、教育、社會的優缺點，也提倡引進西

法來改良、改革中國當時的制度，借助西方來重新認知中國，也是那個時代的有

識之士的共識4。民族意識的改革也影響到了教育界、藝術界的發展，也促使了在

文化界、藝術界的各項改革。1917 年康有為(1858-1927)提出了中國近世之畫衰

敗極矣5；1918 年，其弟子徐悲鴻在其文章提及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日已極矣

6。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著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否定了舊有的傳統、

文化及藝術，亦給予中國繪畫一大衝擊。7其革命領袖陳獨秀也提出了中國畫要

改革需要先革王畫的命，以及必須要學習西洋畫的寫實精神。8傳統的中國畫在

當時受到嚴重的衝擊及批評，許多人都主張一切應應學習西畫並摒棄中國傳統文

人畫，也因為這樣的改革氣氛，在當時，在這股主張西化的時代潮流下，學校裡

的國畫課程常被西畫課程取代，人們也因為國情局勢的衰落，認為學習國畫已不

合局勢，而選擇研習西畫。9當時的局勢多為主張學習西畫、引進西學，並摒棄當

時的中國畫，連帶先前的傳統中國繪畫及學說也受影響，中國美術也因為這股潮

                                                      
3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3)，頁 15。 
4 惠藍，《中國名畫家全集-劉海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 83。 
5 康有為，《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 年)，頁 1。 
6 徐悲鴻，《中國畫改良論》(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0 年)，頁 11。 
7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3。 
8 陳獨秀，《美術革命〉(答) 《新青年》，第 6 卷第 1 號，1919 年 1 月 15 日，頁 86。轉引自萬青

屴，《並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頁 11。 
9 田一平，〈上海書畫名家社會生活(1937-1966)〉《史林》129 (2011/5)，頁 35；朱金樓，〈啟蒙

先驅 藝術大師 美術史論家劉海粟〉收錄至朱金樓，袁志煌編，《劉海粟藝術文選》(上海：上

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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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而不備受重視。 

 

當時社會對於中國繪畫的對待為：全面否定文人畫傳統，認為就是因為多數

人學習四王畫風而導致了中國繪畫的衰敗，並主張輸入西方當時正在慢慢退流行

「寫實主義」繪畫來「改良中國畫」。10這些思想及改變，影響了當時社會對中國

繪畫的看法及其後續發展，也影響了劉海粟對於藝術的理念。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皆摒棄中國傳統美術。在當時的中國畫家可略分為兩種，

有如：吳昌碩、黃賓虹、陳師曾、齊白石、呂鳳子、傅抱石、潘天壽，皆出身於

國畫家並學習傳統詩、書、畫、印。他們主張應從傳統中國美學中汲取養分，不

因為當時對於國畫的抨擊及貶低。而雖然是從中國傳統美術出身，卻也受到當時

的時代氣氛影響，主張應從傳統中創新，用理性的角度重新去闡釋傳統中國繪畫

理念，也展現了不同於以往的中國繪畫面貌，全盤西化的思潮卻也引起了一股再

從傳統自身藝術出發的思潮。11呂鳳子的《中國畫法研究》，陳師曾的《文人畫的

價值》，黃賓虹的《古畫微》，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俞劍華的《中國繪畫史》

等，皆為再去探討中國美術的意義及價值使中國繪畫不被當時盛行西學的風氣而

被忽視。另外如劉海粟、倪貽德、陳抱一、陳之佛、林文錚、李朴園、李金發、

徐悲鴻、林風眠、朱屺瞻及關良，出身為西畫家或者主張中西並濟而對中國繪畫

提出創新的見解。他們介紹西方繪畫觀念、理論或將西方繪畫技巧與中國繪畫結

合。如林風眠 1926 年的〈東西藝術之前途〉，提及其復興中國藝術之期許，徐悲

鴻於 1932 年提出新七法來改良中國畫，而主張中西融合的劉海粟所著的書籍、

文章包含了探討中國繪畫的〈中國繪畫上的六法論〉、〈國畫苑〉，也有探討西方

藝術的如〈西畫苑〉、〈十八、十九世紀的裸體藝術〉、《歐遊隨筆》。在當時西方

藝術學說思想盛行的時代，這些各自不同的主張也給了中國傳統藝術重新去探討

並去研究的機會，再次去尋找它新的意義、新的價值。在當時國勢的衰落、中國

繪畫所受到的抨擊及不重視、新舊政權的交替及建立、西方列強的侵入及藝術理

念的衝擊，造就了當時複雜但多元性的中國繪畫發展，也是這樣的環境造就了劉

                                                      
10 萬青屴，《並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紀中國繪畫史》，頁 11。 
11 惠藍，《中國名畫家全集-劉海粟》，頁 113；朱金樓，〈啟蒙先驅 藝術大師 美術史論家劉海粟〉，

《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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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粟的藝術理念。 

 

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劉海粟在介紹西方藝術理論、技巧及藝術史、數量及質

量上，對於社會的影響是數一數二的。12其以藝術叛徒的稱號，新興及奠定了當

時的藝術及美術教育。13 在當時的藝術界及教育界，劉海粟佔有一席之地，其所

宣揚的藝術理念及推廣即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  

 

三、劉海粟生平與藝術理念 

此節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將介紹劉海粟其生平，第二及第三部分將探討

其藝術理念，將會就其所著作的文章、書籍及演講中，整理其較為主要的藝術理

念，將分為中西並濟及藝術的價值分別作討論。 

 

(一)生平 

劉海粟，生於 1896 年，字秀芳，江蘇武進(常州)人，自幼習畫及詩詞經典。

於 1911 年，赴上海，於周湘(1871-1933)所創辦的背景畫傳習所學習西洋畫。期

間亦會至書局翻閱關於國外藝術的書籍及畫冊。1912 年，與烏始光、張聿光在上

海創立上海圖畫美術學院，並自 1919 年開始，任該校校長長達三十年。1917 年

蔡元培發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說〉，其理念亦影響劉海粟，在之後無論是在經營

學校或是舉辦展覽，蔡元培亦給予劉海粟支持及幫助。1917 年的人體模特兒事

件也讓劉海粟飽受外界抨擊，但其仍堅持其理念，也多次寫信至政府單位及登報

闡述其理念。在 1922 年後也拜康有為為師並學習書法詩詞古文。而在 1927 年因

政治情勢的關係而志日本躲避，隨後在 1928 年受蔡元培之託，於 1929 年赴歐洲

三年考察美術，期間曾舉辦個人繪畫展覽並其歐遊其間所創作的作品曾多次入選

沙龍展或受邀展出。劉海粟於 1933 年再次抵歐籌備在 1934 年於德國柏林的中國

現代繪畫展覽會，亦策劃了此展在其他國家如英國、瑞士、西班牙以及荷蘭等國

的巡迴展。之後亦於上海、青島、雅加達及新加坡舉辦展覽。後受身體狀況及政

治動盪的影響，行動受限並被打壓，較少有論述著作的發表，但其仍持續創作。

                                                      
12 朱金樓，〈啟蒙先驅 藝術大師 美術史論家劉海粟〉，《劉海粟藝術文選》，頁3。 
13 柯靈：《劉海粟美術館藏品―劉海粟繪畫作品集》序言，1997 年 7 月 1 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

社，轉引自惠藍，《中國名畫家全集-劉海粟》，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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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文革的結束及時局的穩定，他又重新積極地做畫、遊歷，並任職於教育及政

府單位。也再次於歐洲、日本及臺灣等地舉辦展覽或演講，亦於國內多次展出其

作品並有許多畫冊及專輯的出版，在 1993年也舉辦了劉海粟美術館的奠基儀式，

其於 1994 年 8 月 7 日逝世於上海。 

 

劉海粟提倡人體素描、寫生，也與友人創辦或加入多個藝術社團或畫會(見

附件一)，並透過其多篇文章、著作、展覽及演講宣揚其藝術理念，也任職於多所

院校及政府單位，亦於多個國家展出其作品或演說，也籌劃了中國繪畫在海外多

個國家的巡迴展覽，這些也影響了當時中國的藝術發展及其在海外的知名度。 

 

(二)中西並濟 

十九、二十世紀的藝術家有主張應學習西法的，有主張應從中國本身汲取養

分的，也有如劉海粟一樣主張應融合中西藝術，互相學習並用其所長，當時因為

國勢的衰微而導致人們對於中國美術的否定，許多人提倡在政治、教育及美術上

應學習西法，並覺得中國繪畫已經無未來可言，劉海粟卻主張應該要中西並濟，

學習西方藝術但同時也兼顧東方原有的美術。 

 

在 1912 年與友人創立的上海圖畫美術院14的宣言中已提及： 

 

第一、我們要發展東方固有的藝術，研究西方藝術的蘊奧；第二、我們要在

極殘酷無情、乾燥枯寂的社會裡盡宣傳藝術的責任。因為我們相信藝術能夠

救濟現在中國民眾的煩苦，能夠驚覺一般人的睡夢；第三、我們原沒有甚麼

學問，我們卻自信有這樣研究和宣傳的誠心。15  

 

除了學習中西，也提倡多元並深入地學習，覺得學習美術不應偏頗在任一流派或

方向。在其 1918 年所發表的兩篇文章：〈江蘇省教育會組織美術研究會緣起〉及

〈致江蘇省教育會提倡美術意見書〉，兩文中皆提及中國美術，發達最早，卻因

                                                      
14 後於 1913 年更名為上海圖畫美術學院，1916 年更名為上海圖畫美術學校，1921 年改名為上

海美術專門學校，1930 年改名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15 劉海粟，〈創立上海圖畫美術院宣言〉，《劉海粟藝術文選》，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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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千年來學習士大夫精神，提倡精神之美，不重視實質之美，也因此影響了社

會國家的風氣及局面。16他覺得藝術應該要多元，不僅僅只是著重於某一種派別

或是畫風。對於西洋畫以及中國畫，他都是同樣的重視，如其創校宣言，覺得應

該要學習西方藝術也持續研究東方藝術，上海美術院(當時更名為上海美術專們

學校)也在 1925 年增設了國畫科，也陸陸續續增加其教授課程。在其多篇文章中

提及國人萬不可盲目地臨習前人之作或是照片，應注重寫生，他並不主張以臨摹

或模仿他人之作來學習。他亦說有人藉前人之作卻以新法稱之或以博利為主張來

創作繪畫，這些都是對藝術了解不夠深入所帶來的偏頗的想法。17劉海粟除了講

究學習應多元，也希望可以保留中國本身固有的藝術，如其於 1919 年的赴日考

察美術，於其 1921 年的〈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一文中提到我們應該積極地去

從事藝術活動，不然以後世界將只會知道西方及日本美術。18在其他文章也提到

學習藝術應該要多元，且要徹底地學習，無論是在學習東方或西方的藝術都一樣。

19在其文〈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裡提及：中國畫舊方法的束縛固然不受，就是

西洋畫新方法的束縛也不應該受。20劉海粟也希望他可以合中西而創藝術之新紀

元焉21，中西並濟，學習各之所長。在劉海粟 1925 年所發表的〈昌國畫〉一文中

提及上海美專的宗旨為研究西方藝術之變遷也研究中國本身固有的藝術，並別辟

大道，此為”中華之文藝復興運動也。22 

 

劉海粟並不如其他人主張全盤西化或是否定中國藝術的價值，他希望能夠同

樣地對待任何一種藝術，理性底吸收外來的藝術同時也研讀本身固有的藝術。雖

然劉海粟曾說：「國畫之衰微至今為極矣，豈止衰敝，且將絕矣。」23有些學者也

                                                      
16 劉海粟，〈江蘇省教育會組織美術研究會緣起〉，《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7；劉海粟，〈致江蘇

省教育會提倡美術意見書〉，《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0。 
17 劉海粟〈參觀法總美術博覽會記略〉《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6、29；劉海粟，〈畫學上必要之

點〉《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32。 
18 劉海粟，〈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05。 
19 劉海粟，〈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05-223；劉海粟，〈昌國畫〉，《劉海

粟藝術文選》，頁 120-121；劉海粟，〈談“一師姆”〉，《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18-119；劉海粟，

〈國畫苑〉，《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62-304。 
20 劉海粟，〈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17。 
21 乙丑大署題 《西湖寫景》于第七屆天馬會。轉引自惠藍，《中國名畫家全集-劉海粟》，頁 83。 
22 劉海粟，〈昌國畫〉，《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20。 
23 劉海粟，〈昌國畫〉，《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20。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期                                                               

378 

因此認為劉海粟是鄙視中國繪畫24，但那是因為他覺得當時的畫人皆受帝王官員

所役使，又許多人一窩蜂地皆學習某些特定的畫家或是畫派以跟上時代潮流，繪

畫對他們而言是賺取金錢及成名的工具，他們以遊戲的態度對待藝術，劉海粟也

因此次才會感覺到中國畫的衰敝。劉海粟的理念為學畫不應只局限於一種派別、

風格或畫種，因而他主張每個人都應該要多方面虛心並深入的學習。對於西方藝

術，他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但也不主張全面地西化；對於中國藝術，他也是抱持

著開放的態度，並不因為當時對中國美術的不重視而盲目地去反對。他也反對盲

目的附會一師姆25，他提倡以明確並徹底的去理解各種不同的主義及別派。26多元

並深入地了解任何一種知識也是劉海粟所主張的，他覺得有些人因學習不深入，

所以作繭自負；而有些人則認為古人的東西不足觀，且會自恃聰明，這些劉海粟

覺得都是非有真知，如果繼續如此，我們又如何能夠扭轉現況，又如何有所創新

呢。27在其〈國畫苑〉一文中亦提及： 

 

藝學既非一派一流可盡，不論古今上下，任何流派，皆當徹底研究，放膽批

評；萬不可持偏一之見，蹈前人宗派之弊，而自絕其途。28  

 

還曾提到： 

 

我們要了解藝術家的口味和天才，他的所以愛好某種對象、某種色彩的，表

現某種感情的原因，一定要在他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當時一般思想中去

找。29 

 

劉海粟一直秉持著應該皆學習東西方的藝術，自由且多元地接受，不應偏向

哪一國家、派別或是師門。這類自由學習的思想與蔡元培所宣導的學術自由，相

容並蓄相似。30他講求徹底並深入地學習研究，不應盲從任一潮流或是主義，而

                                                      
24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6。 
25 即 ism 之音譯，為主義或學派之意。劉海粟，〈談”一師姆”〉，《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18。 
26 劉海粟，〈談”一師姆”〉，《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18。 
27 劉海粟，〈國畫苑〉，《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304。 
28 劉海粟，〈國畫苑〉，《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303。 
29 劉海粟，《歐遊隨筆》，(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頁 74。 
30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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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仔細地去研讀並了解所接觸到的知識。 

 

(三)藝術的價值 

劉海粟也覺得藝術就是人生31，相信藝術是表達畫家的主觀感受，不應受任

何限制或束縛。他覺得院體派的畫千篇一律，好似刻板一樣，有工藝的價值，而

沒有藝術的精神。32因他相信繪畫應該是表現畫家個人獨特的風格，而不是為了

成名、為了賺取金錢的手段工具，藝術貴在表現生命，表現藝術家個人，所以他

並不主張有公式或有所限制的創作。如其文〈藝術與人格〉及〈藝術與生命表白〉，

提及藝術即藝術家所表現的美的思想感情，真正的藝術家是努力表現他的生命，

並不為名利所驅動。33 

 

在〈藝術叛徒〉中，他期許每個人都來當藝術叛徒。並認為偉大的藝人，只

有不斷的奮鬥，接續的創造，革傳統藝術的命，實在是一個藝術上的叛徒！34這

也與他所主張自由並多方面的學習相符，藝術是自由的並無所謂的規章或絕對的

公式。他曾提及人們的觀念和審美會因時代的轉變而有所改變，所以要不斷與時

俱進，跟上時代的腳步。35藝術思想是要隨著時代而改變的，接收新的資訊、新

的知識，並不安逸於現狀，而是要不斷地接受挑戰及不斷地創新，要跟上時代潮

流，卻又不被其所牽制。 

 

他也覺得藝術不是供人玩賞的，這也是為什麼劉海粟並不主張以遊戲的態度

來從事藝術，他認為藝術是開掘新社會的鐵鏟，導引新生活的明燈36，他能夠為

當時衰弱的中國繪畫局面帶來新的轉變。他主張民眾的藝術化，並反對少數人擅

藝術特權，藝術不應被有所限制或約束，而劉海粟更認為美育為救國之道，因而

更加提倡美術教育。37他相信透過藝術，能夠改變當時中國混亂的局勢。 

                                                      
31 劉海粟，〈審核新學制藝術科課程綱要以後〉，《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48。 
32 劉海粟，〈藝術是生命的表現〉，《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45。 
33 劉海粟，〈藝術與人格〉，《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94-95；劉海粟，〈藝術與生命表白〉，《劉海粟

藝術文選》，頁 96-99。 
34 劉海粟，〈藝術叛徒〉，《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02。 
35 朱金樓，〈啟蒙先驅 藝術大師 美術史論家劉海粟〉，《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0。 
36 劉海粟，〈藝術周刊創刊宣言〉，《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62。 
37 朱金樓，〈啟蒙先驅 藝術大師 美術史論家劉海粟〉，《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期                                                               

380 

 

劉海粟的藝術理念主要為中西並濟，自由且深入的學習，想法也要隨著時代

而轉變。他也覺得藝術是關於創作者本身，而不是為了名或利，應該是要表現個

人的個性，也要去思考並保有本身自有的文化。他希望各界能夠發揚國光，增進

世界種種文明事業，與歐西各國竟進頡頏38。而以下將探討劉海粟如何透過各種

不同的管道宣揚他的藝術及教育理念。 

 

四、劉海粟的藝術推廣 

此節將針對劉海粟在推廣其藝術理念時，主要是透過哪些管道，亦會與先前

所提及的藝術理念做一連結。此節將分為三部分，分別為報章雜誌、社團及教育、

還有展覽及國際推廣。 

 

(一)報章雜誌 

劉海粟寫過多篇文章及著作，無論是在介紹西方藝術、探討中國藝術的現況

或改進、探究中國傳統藝術的價值，以及遊歷西方或其他國家後之感想，或是為

了傳遞其藝術理念而多次寫信給政府單位的陳情書等，都凸顯出其對其藝術理念

宣揚的熱忱。他與友人所成立的上海圖畫美術院也於 1918 年創刊了一本探討美

術理論的雜誌：《美術》月刊，刊登了關於中西方美學理念探討等文章。在劉海

粟兩次歐遊其間，其發表並著作了多篇文章、書報及多次於不同的國家的演講。

可略分為兩類，一為研究西方當代藝術，並將之介紹到國內，一為研究中國傳統

繪畫並將之推廣、介紹到國外。39 

 

劉海粟的〈石濤與後期印象派〉一文，比較分析了石濤與後期印象派的美學

觀念、思想，連結了中西的美學觀點，也啟發了其他有關於中西方美學觀念的交

流及論述。40其他如〈國畫苑〉及〈中國繪畫上的六法論〉，專門論述及介紹中國

美術。也有介紹當時流行的西方美術如〈西畫苑〉、〈十九世紀法蘭西美術〉，也

介紹多位有名的西方藝術家如〈莫奈〉、〈雷諾阿〉、〈馬蒂斯〉、〈畢加索〉等，及

                                                      
38 劉海粟，〈美術雜誌發刊詞〉，《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9。 
39 惠藍，《中國名畫家全集-劉海粟》，頁 109。 
40 朱金樓，〈啟蒙先驅 藝術大師 美術史論家劉海粟〉，《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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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譯的《現代繪畫論》。劉海粟透過其文章宣揚其理念也將西方藝術思想學說

藉此介紹給國人。他不單單介紹了當時新興的藝術家及畫家，也分析並闡述了那

些藝術家的重要藝術思想：即表現藝術家本身，並藉由這些文章表達他的護畫理

念，相互映證、連結。 

 

劉海粟亦有其他文章是關於其歐洲、日本遊歷後的心得及體悟，如《歐遊隨

筆》、〈東歸後告國人書〉、〈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介紹其旅遊遊歷的所見所聞，

也對於中國藝術的軟硬體設備提出建議。如在其〈東歸後告國人書〉一文，即針

對中國藝術設施給出了以下四點建議：博物館之整理與建設、國家美術院之設立、

美術學校學制之改善，以及物質建設上藝術化之必要。他亦有著重在美學教育的

文章，如〈畫學上之必要點〉、〈圖畫應該怎樣教學〉、〈藝術與人格〉、〈藝術叛徒〉、

〈人體模特兒〉、〈藝術革命觀—給青年畫家〉、〈精神文明和美育〉等等。在其文

〈藝術革命觀—給青年畫家〉中，提及中國畫的特徵、繼承及創新，也呼應了其

藝術理念，我們要學習國外的知識，也要保留自身的藝術價值，要去思考中華文

化的本質，而不是隨著時代潮流而去好惡任一流派或風格。而〈精神文明和美育〉

則強調應該實施審美教育，而其途徑有學校及社會兩種，這也呼應了其主張的學

校教育之改革及舉辦展覽及發行刊物，希望能向中國社會、藝術界發表及推廣其

理念。 

 

劉海粟所著的文章及書籍所包含的層面有關於東方藝術、西方藝術，教育層

面的，以及對中國藝術現況的省思。其文章也發表於多個不同的報章刊物，宣揚

其藝術理念也使民眾可以獲得其他藝術相關的資訊。 

 

(二)社團及教育 

劉海粟曾加入多個社團或畫會，而其所加入的畫會或畫社所涵蓋的層面及宗

旨也不盡相同。如在1951年成立的東方畫會，即為提倡寫生及研究西畫的社團，

這與他不採用臨摹這種過去中國傳統的教學方法，而主張寫生的理念相符；而

1919年的天馬會，在其成立宣言中即提出：反對保守的藝術、模仿的藝術41，也

                                                      
41 劉海粟，〈天馬會究竟是甚麼〉，《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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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劉海粟不主張臨摹和反對一成不變的藝術的理念相仿，文中也提到應隨時代的

進化來研究藝術。上海書畫聯合會則以研究中國畫為宗旨，而摩社的宗旨為發揚

固有藝術，表現時代精神。42社團與畫會的成立使藝術家們彼此之間得以互相交

流，並集結更多人的力量來推廣其理念，也透過其所出版的刊物來推廣畫會、社

團的宗旨，亦能透過社團、畫會以及學校的力量，更積極地推展中國近代繪畫的

發展。43 如振青社出版的《振青社書畫集》，發表了社員們的畫作；文人畫社出

版了《文人畫集》，劉海粟在所撰序文中鼓勵美專同學應多方面學習並融合中西

美術；而上海美術院也建立藝術學會，出版《美術》月刊及《藝術》周刊。藉著

畫會、社團的展覽及刊物，劉海粟相信能聚集有志之士的力量，以振中國藝術之

局勢。劉海粟對於各個社團、畫會的成立也保持開放的態度，在〈天馬會究竟是

什麼〉中提到，只要是同在這條藝術道路上努力的人，他們都歡迎，他們不是要

自立門戶，只有天馬會好，只要是熱心研究並喜愛藝術的人，他們都接受。44
 

 

劉海粟所加入的畫會、社團有專研於東方、西方或是兩者兼具的，亦能呼應

其提倡的，學藝術應研讀東西方美學，而不應偏頗於任一方的想法。在當時時局

混亂，而諸多思想相互興起、交流、競爭或是牴觸的情況下，畫會的宗旨及社員

更積極的宣導其理念並更具其目標性及使命感。45雖然其宗旨可能僅為發揚中國

藝術或推廣西方藝術如此大方向的概念，但仍為當時的中國繪畫帶來改變。46劉

海粟覺得在學習藝術應多方的攝取，他不主張哪一方好或哪一種風格好，只希望

可以一振中國藝術的式微，並將之發揚於國際。 

 

他也相信美學教育能激發人的良心並能一振中國之式微，在天馬會的成立大

會上，其在此強調美術教育之重要性及西方實物寫生之優於中國傳統的臨摩教學。

47他也考慮到教學的問題，覺得在教學時應注重個人的特性和表現，也要注意老

                                                      
42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7。 
43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8。 
44 劉海粟，〈天馬會究竟是甚麼〉，《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67。 
45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0。 
46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1。 
47《圖畫美術學校提倡美育大會》，見《申報》1919 年 9 月 29 日，第 10 版。轉引自王思慧，

〈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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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教法和學生的接受度。在教學方面，也注意到有些人能畫但不會教人48。在

其文〈圖畫應該怎樣教學〉提到教學應該要尊重個人的個性並注意其創造力，藝

術為展現個人的表達，即便是學習，也要隨著個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劉海粟注

意到這幾點並覺得應該從學生的角度做考量，這些都是與傳統的中國繪畫教學不

同的地方。而其所創辦的上海美術院，為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正式的美術學院，

學校所教導的戶外寫生、人體模特兒寫生、設立學會及創辦刊物等新觀念，以及

劉海粟曾長期擔任該校校長一職，也曾任職於其他學校及政府單位，亦曾受教育

部之託，參與和審核教科書的製作及綱要，這些也影響了當時中國的藝術氛圍。

49
 

 

劉海粟曾在其〈上海美專十年回顧〉裡提及幾個美專的特點：不息的變動，

及學校課程是跟著時代的發展而改進的；創始使用人體模特兒，即練習準確的觀

察力和表現力，以便容易去描繪一切物象；廢除考試和記分法，於 1920 年五月

完全廢除，即不求一時之名，一切制度和辦法都應以學生不受束縛，能研究真理

為原則；男女同校的歷程；暑期學校的發展，提供更多藝術課程給有興趣的人或

是學校老師，開設的課程包括美學、美術史、色彩學、解剖學、透視學等等；以

及學制改革的歷程。50在他任職於學校期間，堅持著藝術教育的重要性，也不斷

地跟著時代的進化而調整學制甚至是革命，如其所堅持的人體寫以及男女同校。

51生這些都與他所提倡的自由且多元地學習、藝術應為表現個人的感觸，以及思

想要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改變，學校的教育體制也是一樣的。而劉海粟秉持著他的

藝術教育理念，結合上海美術院的發展，也推動著美術社團的運作、刊物的發行，

舉辦展覽等等，希望能進而推廣美術給更多民眾，也促進中國近代繪畫的繁榮。

52 

 

20 世紀初期，沿海開發城市上海較早受到西方的影響，其資訊、經濟以及

                                                      
48 劉海粟：《往事依稀懷阿壽》，該文系1981 年潘公凱訪劉海粟錄音稿，載《潘天壽研究》，

浙江：浙江美術學院出版社，1989 年，第25-29 頁。轉引自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

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13。 
49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5。 
50 劉海粟，〈上海美專十年回顧〉，《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37-41。 
51 丁濤，《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學科名師研究-劉海粟卷》(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2)，頁 110-

112。 
52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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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發展皆有較多的可能性，也成為現代美術教活絡的地區之一，而劉海粟在

這樣的環境下，透過學校美術教育的發展，美術社團、畫會的成立及任職，希望

能發揚及提倡中國藝術及其理念。 

 

(三)展覽及國際推廣 

劉海粟希望藝術家在創作的同時仍能保有自身的藝術、文化價值，保留並發

揚中華文化。在〈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文中劉海粟提到日本自維新以來便積極

提倡藝術，其藝術漸漸凌駕於中國藝術之上，他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也提及我們處在這個新文化、思想演進的時代，要從事美術運動，一定要了解世

界各民族的美術運動，以免造成閉門造車、夜郎自大的局面。53與時俱進，一直

是劉海粟所提倡的，無論是在學習或是教育方面，他都覺得一定要隨時的更新，

廣泛地接受，不應故步自封地創作。 

 

 劉海粟相信美術可以安慰人們、拯救人們，而要使大家享受美術，只有到處

去辦展覽；而為了要提高大眾的藝術教養，也需要透過大規模的美術展覽來達到

此目的。54劉海粟在〈天馬會究竟是甚麼〉一文中也提到該會成立的契機為在同

好之間的展覽會中，廣受好評，便決定創立長年展覽會，因此進一步地成立了天

馬會。而在 1934 年的中國畫展首度在德國柏林展出，隨後至漢堡、杜塞爾多夫、

荷蘭阿姆斯特丹、荷蘭海牙、法國巴黎、瑞士日內瓦、瑞士伯爾尼、英國倫敦、

捷克布拉格。透過展覽，劉海粟希望能夠讓更多民眾接觸到藝術，無論是國內、

國外的民眾。他覺得藝術並不只屬於這領域的人，而是大眾的，這也呼應他的民

眾的藝術化的觀念。 

 

在劉海粟兩次歐遊、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遊歷的其間，其所著的文章及所舉

辦的展覽、演講也積極地推廣中國繪畫、中國繪畫理念至其他國家。如在 1934

年的第二次歐遊，在柏林普魯士美術院講《中國畫派之變遷》、在柏林大學講《何

謂氣韻》、在漢堡美術院講《中國畫家之思想與生活》、在杜賽爾多夫美術會講《中

                                                      
53 劉海粟，〈日本新美術的新印象〉，《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205。 
54 劉海粟，〈舉辦全國美術展覽會議案〉，《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122；劉海粟，〈我們為什麼要

開美術展覽會〉，《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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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與詩書》、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講《中國畫之精神要素》。55他亦在出國期間所

經歷的撰寫成搞、出書，如其《歐遊隨筆》，以讓在國內的民眾亦能接觸到國外

的藝術，將中國的藝術介紹到世界，也將國際的藝術資訊介紹到國內。 

 

五、小結 

二十世紀中國動盪的社會，有人們對於中國社會及藝術的絕望，有對於西方

學說的全力支持，有也有如劉海粟一般堅持著融合中西，學習東方，也學習西方，

並各取所長。劉海粟在早期即主張中西並濟，其藝術及教育理念包含了：保留中

華文化本身的價值及意義，多元並自由的學習，廣泛地接受且深入的研究自身的

藝術及外來的藝術，應隨著時代的演進保持開放的態度去面對並了解新的事物，

但並不盲從於潮流。他也曾針對當時中國繪畫一窩蜂的流行於某些特定的繪畫風

格而批評此一現象，並不是連過去的傳統繪畫和學理都一起抹殺。他本身也到處

遊歷，紀錄所學所聞，發表於報章雜誌分享給大眾。 

 

從劉海粟的文章、著作及演講，可以看出他一直秉持的融合中西藝術，學習

東西方的藝術觀念。他透過報章雜誌的登載，宣揚其藝術理念及所見所聞；加入

社團或畫會，集結更多的同好來發展研究中國及西洋繪畫；也透過學校及美術教

育的推廣進行教育改革及傳播其藝術教育理念；舉辦展覽包含世界性的巡迴展及

演講，讓更多的人能接觸到中國繪畫並拓展其在海內外的知名度及發展性。 

 

透過以上種種，劉海粟希望能夠讓中國藝術多元的發展，隨著時代的演進拓

展其未來可能性，不受任何的限制，揚名於國際上，也融合中西，再創藝術的新

紀元。 

 

 

 

 

 

 

                                                      
55 朱金樓，〈啟蒙先驅 藝術大師 美術史論家劉海粟〉，《劉海粟藝術文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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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民國初期劉海粟參與的美術社團 

社團名稱 創辦時間 創辦地點 社團性質 劉海粟所擔任

的角色 

振青社 1914年 上海 中國書畫 會員，1914年

會畫作品編入

《振青社書畫

集》第一集。 

東方畫會 1915年 上海 油畫 會員 

江蘇省教育會

美術研究會 

1918年 南京 綜合 倡議發起者，

任 常 務 副 會

長，1925年初

任會長。 

山西美術研究

會 

1918年 山西太原 綜合 1918年受邀作

長篇演講 

天馬會 1919年 上海 綜合 特別會員，西

洋 畫 審 查 委

員。 

中日美術協會 1922年 上海 綜合 副會長 

文人畫社 1923年 上海 綜合 1923年畫社編

輯出版《文人

畫集》，劉海粟

傳序。 

海上書畫聯合

會 

1925年 上海 中國書畫 骨幹成員 

峨嵋畫會 1925年 上海 中國書畫 成立大會劉海

粟前往祝賀 

上海藝術學會 1926年 上海 綜合 負責人之一，

該會編輯出版

《新藝術》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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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俞寄凡

和 劉 海 粟 主

編。 

“寒之友”社 1928年 寧波 書畫團體 1929年1月9日

該社第一屆美

術展覽會發起

人之一。 

中華留法藝術

協會 

1929年 法國巴黎 綜合 發起組織人之

一 

摩社 1932年 上海 綜合 召集人，發起

組織者之一，

1932 年 創 辦

《藝術旬刊》，

由劉海粟和傅

雷主編。 

百川書畫會 1935年 上海 中國書畫 會員 

中華美術協會 1936年  綜合 理事 

上海美術會 1946年 上海 綜合 理事 

     

王思慧，〈劉海粟與民國時期美術社團關係之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3)，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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