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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周树人先生的美术思想 
◆韦  思 

（广西艺术学院） 

 
摘要：本文叙述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鲁迅先生的美术思想，由

于主客观因素的推动，形成了鲁迅先生卓绝群伦的美术理论与实践。1913

年《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发表，全面推广美术，鲁迅提倡美术的观念囊
括于其中，在文中 对“美术”一词作出了详尽阐释；论述美术之目的与

致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美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

《随感录四十三》中，鲁迅先生对美术家和美术作品提出要求；接着又
连续发表了《随感录四十六》和《随感录五十三》，在这两篇美术论文中

着重谈论如何学习外国美术的问题，批判盲目排外主义和反对新文艺的

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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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美术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应运而生。二十世纪初的

文化大环境是文学先行，而鲁迅本身也热爱美术，因此便能脱颖
而出。历史总有一个标志性的时刻，滥觞期总是提前的；从广州
到上海，文学盛行，而新兴木刻也在上海流行。鲁迅生命的最后
十年里，在上海从事美术，如新兴木刻运动、提倡新美术、书籍
装帧、设计北大校徽、收藏汉砖、汉唐画像石、拓片、古钱币、
古砚、书画作品等，翻译了日本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
鲁迅的版画表现底层人民生活情形、为底层人民呐喊，充满强烈
的现代性思想，与印象派一致，他与生俱来地藐视道统、正统，
所扶植的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和事物。 

1913 年《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作为文件下发，推广美术，
全面阐述了鲁迅对提倡美术的意见。文中的“美术”一词与现在
的用法有所不同，此时“美术”一词涵括绘画、雕塑、建筑、音
乐、戏剧等，是“大艺术”的概念，相当于现今的“艺术”一词。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亦泛指艺术的各门类，但着重谈的是绘画艺
术，且是相异于“工艺美术”的“纯绘画”。国民性的改造，文
化的普及、传承、积淀，国民素养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美术。 

文中，在“美术”一词后面鲁迅用了两个英文名词：“ Art or 
fine art”，即指艺术或绘画雕塑艺术。“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
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
之界域极严。”①“天物”即现实生活，归造化、自然；“思理”
就是对现实生活进行从搜集素材、确定题材、主题思想的一系列
的构思，思想从物态中脱胎出来；“美化”就是按照既定的体裁
和形式进入作品的具体创作，融化到生活。这三个元素是递进关
系，把美术融入到生活中，对于改造社会和生活起到促进作用。
鲁迅说美术创作“与他物之界域极严”，这个“严”就严在是否
具备这三要素，如若不是，则貌似美术亦徒然。为了说明上述理
论，文中还举了一些非美术的例子：“刻玉之状为叶，髹漆之色
乱金，似矣，而不得谓之美术。象齿方寸，文字千万；核桃一丸，
台榭数重，精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几案可以弛张，什器轻于携
取，便于用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太古之遗物，绝域之奇器，罕
矣，而非必为美术。重碧大赤，陆离斑驳，以其戟刺，夺人目睛，
艳矣，而非必为美术，此尤不可不辨者也。”②这似、精、用、罕、
艳都“不得谓之美术”，就是说这些都不是美术创作，而是工艺
美术。“这就纠正了当时一般人把工艺美术和出土文物中的古代
工艺一股脑儿地叫做美术的错误。当然，也就此品，是形式主义
的错误。”那什么是美术呢？美术反映生活、表现思想、体现时
代精神，要达到能帮助人们认识生活、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美术之目的与致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在那个时代，
“真”是贯穿生命的，容不得半点虚假，艺术家眼睛里容不得沙
子，体现了艺术、美育对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重要性。“美
术可以表见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
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美术是一
个时代的文化表征，如美术物件、作品、创造、思维，彰显一个
地域、时域的真实特征，如甲骨片，反映了商代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思想精神等。“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之目的，虽

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
辅道德以为治。”③例如文艺复兴是“人”的复兴，人的解放，整
个美术史也是在人的解放中前进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中世纪
时宗教是艺术家们唯一的赞助商，因此艺术家全身心投入创作；
民国时、还有文革时期的艺术家也是全身心投入，对艺术的虔诚
不是今人所能企及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预见性至今无人超
越。“美术可以救援经济，方物见斥，外品流行，中国经济，遂
以困匮。然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④ 经
济的拉动是一条文化链，在每个国家、每个地方，城市用艺术留
住人的脚步、人的呼吸，比如西方文博制度非常完善，文化始终
是欧洲旅游的重要标志。 

《随感录四十三》中，鲁迅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
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
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⑤。“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
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
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喜欢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
成精神上的影响。”⑥鲁迅对美术家的总要求是做一个“进步的美
术家”，他说，“艺术要回到本能、回到常识去看”，感动人是首
要的，而不是“精到描绘”。陈丹青：“司徒乔为鲁迅画的那张素
描，只有寥寥几笔，却把感动与真诚表露”，而对现在黑乎乎的
素描很是厌倦。 

在《随感录四十三》之后，接着又连续发表了《随感录四十
六》和《随感录五十三》两篇美术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侧重谈
的是如何学习外国美术的问题。批判的是盲目排外主义和反对新
文艺的错误倾向：“这几天又见到一张所谓《泼克》，是骂提倡新
文艺的人了。大旨是说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国的偶象。我因此愈
觉得这美术家可怜；他学了画，而且画了《泼克》，竟还未知道
外国画也是文艺之一。他对于自己的本业，尚且罩在黑罐子里，
摸不清楚，怎能有优美的创作，贡献于社会呢？”⑦对于漫画、
连环画等非正统艺术十分看重，作用于社会，而不看好中国画。
艺术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由大文艺观、大美术观所决定。鲁迅
的现代性，是对正统与生俱来的批判，贯穿生命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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