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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风景 

——试析秦宣夫先生的风景画艺术 

 

莫  艾 

秦宣夫先生的艺术在民国艺术中占据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在

他横亘整个二十世纪的生命历程中，艺术生涯长达八十余年，经历了

近现代中国艺术史的大部分发展和起伏1，他艺术实践涉及了现实题

材创作、风景画创作、风俗画创作、历史题材创作和晚年的率真自由

的创造，其实践并且运用了油画、水彩画、色粉画、版画、国画领域

的不同媒介与材质，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本文拟从秦宣夫风景

画色彩表现和色彩语言的角度进行分析，探索其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发

展所作的贡献。 

风景画创作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占据重要位置，成为民国时期

中国艺术家最为青睐的创作题材。从现存作品来看，秦宣夫的风景画

创作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并且保

留有一条内在的完整的艺术发展轨迹，并未如许多艺术家那样，受到

建国后历次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中断或受到巨大冲击。无论在民国

时期还是 1949 年建国之后，其风景画都呈现出独特的面貌：他的作

品既与以刘海粟、关良、刘大羽、关紫兰等为代表的主要吸收欧洲野

兽派、现代派的表现主义风格的画家取向不同，也与颜文梁、黄觉寺

                                                      
1 秦宣夫先生（1906－1998 年）从中学（先后在山东省第一中学和天津南开中学读初中、高中）时代就开

始了美术活动，1925 年入清华西语系学习，同时坚持艺术实践。1930—1934 年留学法国学习油画与艺术史，

1934 年回国后，在艺术实践、艺术批评、艺术史研究与教学领域勤勉探索，先后在国立北平艺专、清华大

学西语系、重庆国立艺专、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1949 年建国之后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美术史课程。文

革之后，以七十高龄满怀热情与理想继续艺术创作直至谢世，迎来艺术生命中多产而辉煌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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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揉合了法国印象派与欧洲近现代学院风格技法的画风有所

距离。在近现代众多风景画创作中，秦宣夫大部分的风景画作品风格

（除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晚期创作风格）与造型核心和独特的

成就，在于将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融合进自身创作之中，他的对于西

方印象派语言都更倾向于写实，色彩处理的资源则更多来自于欧洲印

象派与学院派技法；而他艺术实践最为、学院派色彩表现技法的运用，

是以“抱住人生，搂定自然”的态度，通过艰辛而真诚的探索、通过

对中国独特的地域环境中色彩的观察和对中国独特文化精神的理解，

创造出独特的“中国色彩”与“中国气质”。在中国近现代风景画创

作中，秦宣夫的作品在传统意境的营造、中国独特的风景面貌与现代

感受的开掘方面、对于近现代中国现代艺术色彩语言的建立和发展过

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 1933 年留学法国期间，秦宣夫就宣称“抱住人生，搂定自

然，拼一个你死我活”2。在 1937 年的《我们需要西洋画吗》一文中，

秦宣夫把“光色的研究”、“人本的、人性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

作为西洋画传统的特质（为中国画传统所缺乏的）予以分析。后两点

强调西洋艺术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和“不断的发现新题材，新景物，新

境界；同时还要研究一种新技巧去表现这些题材，景物，境界”的创

造精神。第一点“光色的研究”，旨在说明中国古代绘画的“用色方

法始终是‘装饰的’”，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现代艺术则“以色彩表现情

感……色彩是‘抒情的’、‘表现的’、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尤为现代
                                                      
2 这是秦宣夫在自己的首篇艺术批评中展露的观点。见秦宣夫、李健吾《巴黎中国绘画展览》，原载于上海

《文学》杂志 1933 年 1 卷 5 期，录自《秦宣夫文集》第 313 页，秦宣夫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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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生色不少。”3从作者对于“光色”的强调，我们可以看到他将西方

印象派之后的色彩作为画家创造力、主观精神与情感表现的标志，作

为“现代”艺术的标志。 

与此同时，三十年代留学法国期间，秦宣夫以对中国古典、现代

艺术作品的批评开始了对中国艺术中色彩的研究。《巴黎中国绘画展

览》、《读<我们怎样看中国画>》、《福氏赠华国画选述及感想》4和上

述《我们需要西洋画吗》这四篇文章和他所翻译的《伦敦艺展特约专

家论中国艺术》系列文章都涉及对于中国传统艺术色彩表现的认识与

评价。秦宣夫注意到中国传统独特的色彩处理方式与用色方法，并肯

定其中独特的审美气质，对其中的精妙之处从精神体验到技法分析都

体察得非常细腻；同时，他也强调中国传统色彩表现的局限（出世的

态度、程式化的观察与表现、装饰的方法，等等），强调西方近现代

色彩表现的引进的必需。 

从艺术家三十年代后期的批评实践看来，秦宣夫把色彩作为艺术

的“现代”性质的一个核心要素，色彩体现了对待自然的认真体察的

态度，同时成为人的情感与精神表达的载体；同时，他也相信西方近

代色彩表现方法的输入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实践有着重要的革新作用。

而在他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起步之时，秦宣夫也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传

统审美表现的价值，他艺术实践的出发点不是照搬西方的技法和趣

味，而是在观察自然的基础上，融合传统审美特质，表达属于自己的

现代的中国艺术。这个起点阶段的认识也塑造了他此后的漫长的艺术
                                                      
3 秦宣夫《我们需要西洋画吗》，原载于 1937 年 4 月出版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录自《秦

宣夫文集》第 348－350 页。 
4 这三篇文章分别作于 1933 年、1934 年和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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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同辈人中，他始终坚持以油画等西画材质

进行创作，始终坚持写生的缘故。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秦宣夫还以

洗练、概括的语言，表达出风景所蕴含的的精神、意境，化用西洋的

色彩语汇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身的现代语言与独特面貌。 

抱着对自然的忠实态度，秦宣夫坚持写生，坚持表现中国独特的

自然地域面貌。依据描写对象的特征，秦宣夫的风景画创作大致可分

为以下阶段：1940 年代前期的重庆风景系列5、1946 年的四川风景系

列，1948 年的青岛风景系列，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江南农村与海

港景色系列，1963 年的杭州系列，以及 1980 年代的创作（包括 1984

年的漓江系列和自由奔放的意象作品）6。秦宣夫常年坚持实地写生，

坚持忠实的体察自然。出于对具体对象的尊重，秦宣夫常年尝试以不

同的色彩谱系表现各异的地域气候特征：重庆时期的作品（代表作如

《磁器口》、《磁器口风景》），以细腻抒情、层次丰富的各种灰色创造

出“银灰色调”表现重庆乡村雾气皑皑、常年阴霾的气候特征。四川

风景系列更加注重表现对象的清灵感，在变化丰富的灰色调中注重油

彩的润泽感。青岛作品系列则将大胆地将艳丽、明朗的色素与灰色调

子结合起来，大胆运用补色的对比，成功的表达了海滨城市充满了阳

光感和新鲜感，明媚、灿烂而清新的气候特征。而在 1950、60 年代

表现南方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作者找到了中国农村的田地、天空和水

的质朴而略带忧郁的色彩感觉，意境淳朴隽永。1963 年的杭州作品

                                                      
5 据《秦宣夫生平大事年表》（《秦宣夫文集》第 402-404 页）记载，秦宣夫 1939－1946 年在先后在重庆的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重庆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并进行艺术创作。 
6 笔者尚未见到秦宣夫 1970 年代的作品，想来主要因为时代的原因很少有作画机会，作品保存条件也非常

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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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堪称秦宣夫风景画创造的高潮：在最具中国传统审美气质的对象

的激发下，他开掘了粉红、柳绿这一对有着浓郁中国味道的补色，并

以完全的色彩语汇描绘出意境灵动、层次丰厚、充满传统文化美感的

意境。在秦宣夫的风景作品中，具体而准确的地域特征，气候、天气、

云、水、雾等的变化状态，灿烂的阳光感，天水相映的透明感，土地

的沉重厚实感，雾气的阴霾感，惊艳的粉色和嫩嫩的新绿……所有这

些因素都通过色彩表达出来，创造出传统绘画不曾表达的新事物、新

境界和新的审美感受，成为中国现代风景画探索的宝贵财富。 

在中国近代风景画创作中，多数画家或力图以形式上概括力很强

的语言表现风景，直接从西方野兽派和表现主义艺术汲取语言形式，

或者面对中国的风景更多地表达西方近代、现代艺术的审美趣味，或

者因为技术原因欠缺表达真实景色的能力。秦宣夫始终坚持表现、挖

掘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下的风景，并且以自身的艺术实践达到了

这一目标，以西洋的色彩材质和方法（主要为印象派和学院派的方法）

很好地表达了中国风景。1930－1934 年留学法国期间，秦宣夫在接

受正统的法国学院派教育的同时，还广泛接触到西方古典及现代各流

派的艺术，他留学时期的几幅作品就流露出马奈、塞尚等人的影响。

从他归国后撰述的外国美术史，可以看到他对这些艺术作品的语言分

析和思想意境分析的准确有力，看到他对西方传统与现代艺术的深厚

素养（他大学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外国文学，这为他对西方文

化的认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和他对艺术语言的敏锐把握。对于色

彩成就突出的西方画家，如提香、委拉斯凯兹、戈雅、德拉克洛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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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奈、印象派画家、塞尚等，秦宣夫非常景仰，从其 1930 年代中后

期开始的系列评论，也注重对中国传统艺术中色彩运用方式的研究。

作为天生对色彩敏感乃至热爱的艺术家，秦宣夫一方面坚持造型上的

写实，坚持表现中国的真实自然；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探索适合这些景

色的色彩及其表现手法。这一实实在在地表现、挖掘中国面貌的工作

在近现代中国艺术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近现代油画语言

的建立、发展与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7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艺术家所言，西方艺术“以色彩表现情感……

色彩是‘抒情的’、‘表现的’、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尤为现代画生色

不少”，秦宣夫所追求的，是透过对自然的描绘表达精神，表达风景

中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精神，表达画家自己的精神。在中国近现代油

画风景画创作中，秦宣夫艺术达到了高度的抒情性，他用西方的色彩

塑造出中国的自然景色面貌和特有的意境，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

味道与中国气质，堪称民国美术的代表。秦宣夫风景作品中对于中国

乡土意境的表达、对于中国传统审美意趣的挖掘、对于阳光感的表现

等等，都构成令人难忘的篇章。 

秦先生风景作品中有相当的部分着力于表现中国乡村的土地与

人们：他笔下的土地宁静、柔和、温暖、质朴而略带忧郁的土地，带

有着不为时间变化所改变或泯灭的永恒感。从 1940年代到 1960年代，

他不间断地描写南方乡村，足迹经过重庆、皖北和江南的乡村，表达

                                                      
7 在秦宣夫 1945 年于重庆举办首次个人画展时，徐悲鸿就评价秦宣夫“理想既高，故不能如明星者之一得

自满，恒考虑体式、重视格律。”“欧洲画家而兼文人者两者类攻力悉敌—于吾国今日之秦宣夫先生颇有相

同处。”特别肯定了秦宣夫追求遵循艺术创造规律和其艺术表现的高超技艺。原载于 1945 年 12 月 9 日重庆

《大公报》，录自《秦宣夫文集》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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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中国的土地和乡村人们的真挚的感情。1944 年的《磁器口》8表

现重庆乡村初春时节、黎明时分村舍炊烟渺渺的景象。画面空间层次

细腻有致，雾气中的村舍、山体和土地的处理很概括，又有一种朦胧

感；色彩非常质朴，以赭石、浅绿、青灰色为主，远山青色中混着雾

气、又映透了黎明的光感，尤其绝妙。画面舒缓、恬静、温暖而质朴

的乡村气息塑造得尤其动人，使作品具有抒情的深度。难怪秦宣夫的

好友吕斯百称赞他创造出了独特的“银灰色调”：“宣夫先生在风景画

上的成功，不止朝霞暮色的现象，不止风雨晦明的诗意，最重要是他

对于整个自然的感觉通过画笔而充分表现的银灰色调。……这是诗，

这是印象，同时亦是一块宝玉，一幅杰作。”9抗战期间，艺术家不是

正面表现与抗战相关的内容，而是创作了一系列表现乡村、家庭宁静

景致的作品，是富于深意的——正是这些我们看来如此亲切、温暖、

质朴的乡间劳作和日常生活，构成人性中最为坚韧的力量，体现了人

民的力量与人性的永恒与伟大，这是艺术家所认为面临外敌侮辱的中

华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力量。 

重庆时期之后，作者继续对于乡村景色的表现，皖北、江南的

乡村风貌相继呈现在观众面前。秦宣夫尤其善于表现中国南方乡村稻

田、土地、天空和湖水相互映衬、人在田间劳作的抒情场景，土地的

清新质朴、田中渠水的明澈含蓄、天空的灰而透明，都表现得富于情

感，非常温柔。1954 年的《耕》、1950 年《方山景》、1958 年《双抢

歌》非常古朴，田地的色彩很写意，但味道很准确，昏黄的天空的沉
                                                      
8 见《秦宣夫画集》图版 13 页。 
9 吕斯百《谈谈秦宣夫先生的艺术》，原载于 1945 年 12 月 9 日重庆《大公报》，录自《秦宣夫文集》第 4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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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感和光感非常动人，笔触舒缓沉静。这些作品富于诗意，意境浑然

一体，使人联想起法国近代画家米勒和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笔下令人动

容的乡村和人们。在这些风景中，存在着人、人的劳作、人的质朴的

情感和对土地的热爱，饱含着艺术家真挚的情感。  

秦宣夫风景作品中令人难忘的创造，还有他那以江南山水为主

题的、饱含着传统文人诗意与情怀的山水。1930 年代在法国留学期

间，秦宣夫就开始对中国传统美术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评，尤其

留意古代艺术的色彩处理。而他坚定地将西方色彩材质与表现方法引

入中国，不是为了搬来西方的技术，而是为了以西方的技术表达作为

中国人的精神，表达自身的感受。从 1946 年的四川时期开始显现、

1963 年杭州时期达到高潮、1984 年的漓江主题也有神来之笔的这些

作品，体现了秦宣夫精神中与传统文化相传承的部分，作品意境含蓄

深邃而空灵，富有强烈的抒情特征和饱满的诗意。难能可贵之处在于，

艺术家以纯粹的西洋色彩与材质达到超越性的表达，达到与中国传统

写意精神的内在契合，并挖掘出独特的中国味道和中国气质。 

四川时期的代表作当推 1946 年所作的《进峨眉山》10作品描绘

一名行人由山间小径走进浓浓的雾气之中的山的深处。虽以西方古典

绘画的空间方式构图，但只近景作相对具体的描绘，中景和远景通过

空萌灵动的雾气将空间推远，意境含蓄空灵，给人无尽遐想。全幅作

写意的处理，没有对细节物象的刻画，而是以大气、简洁、灵动的笔

法、含蓄温润、层次丰富的各种灰绿色调营造出一个意境、一种气氛，

                                                      
10 《秦宣夫画集》图版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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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地方以跳跃的纯色点睛，使空萌的世界充满了跃动的生命力。我

们甚至可以感受到画家被自然深深浸润的心，感受到在自然面前的愉

悦和放纵的心灵，感受到作画过程的迅疾与激情。这幅作品无论意境、

空间处理、色彩、笔法都很得中国传统山水的写意精神。 

1963 年，秦宣夫赴杭州进行创作。杭州景色独特的面貌更为其

语言表达创造了条件：因南方的湿润气候和西湖的长年映衬，杭州的

天、水呈现一种丰富缠绵的灰色调、又有一种莫名的透明感和惆怅感，

整个城市也呈现出温柔含蓄、浓郁浑厚的文化情调。这片为传统士大

夫所欣赏陶醉的景色同样激发起他的艺术激情。同时，六十年代也是

秦宣夫艺术的成熟时期，在经历过二十余年的风景画创作实践后，他

的作品用色和笔法都更加老到、洗练、大胆，更加具有概括力。其技

法特点为：敢于用纯色、增加色彩的表现力，并将纯色与灰色和谐作

用；笔法、笔触洗练概括、清灵跃动，某些作品还运用了勾勒、侧笔

横扫、点掇这样的具备传统写意笔法特点的笔法，具有强烈的感情色

彩和表现意味。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有许多。突出者如《三潭印月》、

《春雨》、《夕照西湖》等等。 

1963 年所作的《三潭印月》11是一幅佳作。画面表现阴天下西湖

的美，前景和中景为微微荡漾的湖水，画面上方是远处的堤岸与白塔。

湖水是在透明的灰色基调中带着淡淡的粉红色，近景波浪的亮部用粉

色、玫瑰色和天蓝色，暗部用兰紫色、群青、墨绿来表现。远山和船

的笔法简练概括，很敢用绿，都是原色：墨绿、翠绿等等，但在灰紫

                                                      
11 《秦宣夫画集》图版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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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山的衬托下非常和谐，既跃动又统一。从画面整体的色调分布来

看，天空和湖面亮部为粉色，远山和波浪暗部为青紫色，创造出独特

的色调对比，既非常准确地表达出西湖天气阴霾、时有薄雾的迷蒙阴

沉感，又体现出在天水相映、光线的交互作用下西湖湖面阴沉而又明

亮的感觉。同年所作的《葛岭拉网》12描写传统江南水乡景致。山、

湖水、天在雾气中融为一体，沉醉含蓄，前景的嫩柳笔触恣肆涤荡，

色彩温柔，新鲜嫩绿得令人垂涎。画中嫩绿和灰蒙蒙的雾气的对比，

衬托出浓郁的江南气息。 

八十年代后，艺术家迎来了生命的又一高潮，以饱满的激情、

真率自由的风格创作出许多作品。在八十年代的漓江风景系列中，部

分作品继续了写实风格，部分则冲破色彩、形象的物质束缚。1982

年《龙抬头》、《二龙戏水》和 1989 年《大雨游鱼》色彩、造型游走

于抽象、意象之间，表达的自由境界令人向往。1984 年版画《漓江

大写》通过粉色、绿色和墨色的交响，松弛、恣肆的表达，创造出一

个迷离扑朔的意境。1985 年的独幅版画《阳朔书童山》则通过色和

水的结合、冲击带来的丰富变化，表达出一个传神的意象。1988 年

所作的水粉画《美洲城市》则以迷离的色彩与意象、写意的笔法，表

达出迅疾、飘忽的现代生活感受。这些作品虽然材质有所变化，但内

在精神与之前的作品有相似之处，都是在传统文化趣味和语言表达的

熏陶下萌生出来的现代人的表达，同时又富于传统的韵味和意境。 

作为一个以色彩表达为职志的艺术家，秦宣夫还体现出罕见的

                                                      
12 《秦宣夫画集》图版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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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作为现代人的独特的敏感。品味秦宣夫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

对于阳光的异乎寻常的偏爱与深情。从 1940 年代末期的青岛系列作

品，到后来的描绘城市景色和乡村景色的作品，我们总会在那林林总

总、丰富变化的世界中时不时地发现惊艳、温暖、充满难以名状的新

鲜感觉的阳光和在阳光下的事物。这些作品新鲜、跃动，充满着生命

力与朝气，用色非常大胆，纯色与灰色完美配合，惊艳而不轻浮，体

现了艺术家高超的色彩修养与技巧。1948 年的青岛风景系列中歌颂

阳光的代表作为《青岛红房顶》13，以装饰手法处理过的层次丰厚的

新绿、嫩绿的包围之中，我们看到一片片新鲜惊艳的红房顶，在清朗

透明的天空下，自由而抒情地尽情释放着由阳光带来的惊艳、明亮。

真是令人惊诧的视觉感受。同年在青岛所作的《海滨》等描绘大海、

海岸的系列作品，风格肃穆、古朴，又不失对阳光、海水、天空相互

映衬下产生的独特的空气感和透明、灿烂的光线的表现。1963 年的

《夕照西湖》描写夕阳映射在湖面的情形，创造出逆光中深邃的远山、

湖岸与璀璨耀眼的金色湖面的强烈对比，用色大胆、很有创造性：金

黄、青紫、褐色、墨绿等色彩被完美交织，笔触奔放有力，有极强的

感染力。画面体现了强烈的现代感觉，黑暗、沉郁与灿烂、明亮的对

比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意境厚重深沉，突破了传统的审美趣味。在

秦宣夫其他的作品中，我们也总是发现阳光照耀下的新新的嫩嫩的绿

树、闪烁的鲜花与屋顶。他对绿色的敏感捕捉简直令人扼腕，那些绿

色那么新鲜、鲜嫩，人们仿佛将要浸润其中而陶醉、融化掉（如 1963

                                                      
13 《秦宣夫画集》图版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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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城楼新绿》14）。阳光、新鲜、灿烂的色感，这是中国现代的独

特美感，传统艺术中缺乏表现的趣味与感受，是艺术家对中国现代美

感的开拓与表达的独特贡献。 

秦宣夫还创造出非常独特的色彩对比，就是粉色—绿色的对比。

粉色在表达风景时通常属于非常难于处理的颜色，用得不好就会艳

色、轻浮，产生色调的不和谐。秦宣夫却很喜欢用粉色，他创造出一

种适宜于中国情调的粉色，并进而发展出粉色－绿色这样一组绝妙的

对比色。秦宣夫的粉色用得惊艳而雅致，与绿色和周围的灰色调搭配

得非常精彩，常常成为画面中的闪亮之处。这一对比色在色彩语言上

如此大胆，又能使观众产生很深的亲切感而深深地接受，因为它们表

达出了内在的情感与审美趣味：粉红和柳绿两色为中国南方城市和乡

村景色中非常典型的色彩，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体现着文人和民间

大众的共同审美情趣。艺术家对此的开掘与表达，是将自然、历史、

文化和作者感情诸种因素融为一体的创造。只有对于眼前的景色流露

出真正的热爱的人，只有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的人，才会发现这

样的美感。 

1963 年的《玄武湖之春》15嫩绿中带着新黄、映着阳光狂舞的绿

柳，衬托着如此惊艳的桃花，作者简直为了这粉红色不顾一切地炫耀

着观众的心，甚至不惜夸张对象的比例。1962 年的《春雨》16以墨绿

的树和青灰色的远山、雾霭之远景，来对比前景中笔触狂放、色彩温

柔的嫩绿的柳枝，构图虽不完整，但很得写意的精神。1963 年所作
                                                      
14 《秦宣夫画集》图版 109.页。 
15 见《秦宣夫画集》图版 111 页。 
16 《秦宣夫画集》图版 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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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云英》17为代表作品，长方形的画面五分之四的部分为粉红色

的一片紫云英，上方为绿色的田地、蓝色的远山，和映透着阳光感的

天空，整幅画面只依靠面积很少的绿色作为变化。用色大胆、高级、

精妙，是直接以色彩来抒情、以色彩为表现主题的佳作。而艺术家在

1963 年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敢于如此表达，其艺术理想的坚定和艺术

态度的真率可以想见。 

林风眠说“宣夫天赋予他光与色的融洽……新鲜动人……宣夫

作画，给我以无穷的恬静，更带来无限的希望，他的创作，能破除旧

的形式，画面上表现出生动、光辉、温柔的情绪，使痛苦的人生，增

添了许多温暖，他的画能给人以爱情的抚摩，同情的安慰”。18 不啻

是对艺术家创造价值的最高评价。在今天的现实中，这些画作的意境

再也无人能够表达出来。那些曾经岁月中人的精神与自然相互辉映所

造就的景色，却不会消逝，而是成为我们自身经验中深深的积淀。秦

宣夫的风景画创作在近代国人力图以西方的色彩语汇表达自身精神、

情感的探索历史中，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足迹。 

 

作者：莫艾，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丁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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