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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

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以中国近现代先后来华的西方移民的美术活动为历史线索，以传教士活
动，宫廷活动和沿海外贸活动和开埠新学传播活动为文化背景，进一步进行了相关主题内容的史实梳
理和文化解读，并将其中相关的历史之物和艺术之物进行再度复合。西方来华移民的美术活动，构成
了中国近代西画东渐国际化倾向的重要因素，作者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思考了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
的传播和保护问题，提出了以印证精英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综合之力，促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现代
化的显现，从而实现其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的观点。《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对于中国近
现代美术主体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学术参照和独特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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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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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上篇 北方宫廷效应 一、西洋画理自利氏而始露萌芽于中土 二、画西来原图 三、西洋人内有技艺
巧思者 四、郎氏别为新体 五、泰西绘具别传法 中篇 南方口岸路线 一、外人来商者益众 二、中国趣味
三、对中国的西洋画产生第二次冲击的人 四、南船北马 下篇 东部都市传播 一、这座城市的国际性 二
、土山湾亦有可画之所 三、油画在上海的最早传播者 四、校中之外国教授 五、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
的混血儿 六、海上画梦录 七、谢谢你们对中国艺术的贡献 结论 附录 参考书目 人名录 大事年表 后记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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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广仓学文会，每年4期，分经学、小学、史学、文学、艺术学、宗教学6门。
广仓学文会按8门学科分别出题征文，挑选优秀征文的前几名发给奖金，以资鼓励。此外，广仓学会
还出版了《艺术丛编》，由邹景叔担任主编，于1916年出版，每2月出1期，出版了24期，后来装订成
册，更名为《广仓学会丛书乙类》。该刊的内容主要由古物的拓本、照片及相关的考古论文组成，从
而为艺术考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哈同于1915年出资创办仓圣明智大学，这是一所西学和佛
学相结合的学校，学生从膳食、住宿到学杂费全部由园内提供。办学之初，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载仓
圣明智大学招聘教师启事，并巨额悬赏仓颉画像。在众多应征作品中，徐悲鸿的仓颉画稿脱颖而出，
在周剑云的引荐下“人哈同花园晤姬”，得到了花园总管姬觉弥的赏识，被聘为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兼
园内的美术指导。当时的徐悲鸿正处于困境，住进哈同花园之后，徐悲鸿的生活有了保障，并在画画
和教学之余，通过姬觉弥的引荐，结识了许多名流学者，包括王国维、罗振玉、邹景叔、章一山、费
恕皆等等，“又姬常集合上海收藏家，如李平书、哈少甫等，时以书画金石在园中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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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是以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的现状作为独特的美术史研究视角，以大量
珍贵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专史研究，在以往的学术背景基础上，重点透视中国近代以来三大重
要的外籍艺术移民的“隐秘”部分——北方宫廷效应、南方口岸路线、东部都市传播，由此展开详尽
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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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绪论李超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随着东西方文化交
流的日益频繁，而形成西画东渐现象。中国的近现代美术的发展是与西学东渐的文化情境密切相关的
，而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是移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外籍移民成为中国近现
代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中来华的艺术移民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成为重要的传播桥梁，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借鉴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独特研究视角。从宏观
的范围来说，这方面的前期相关研究，涉及到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等跨学科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进
程。从微观的角度而言，这方面的前期相关研究，又联系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以
来，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较多地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中外学者对此曾经出现较为活跃的学术表现。在二战期间和冷战阶段，该领域的研究曾经一度陷于低
谷。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类学术活动又出现复苏的现象。在这前后两个时期，先后有重要的著作问
世，且著述数量明显增加，规模可观，为前期西画东渐的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同时
，20世纪我国文化史学领域，由于考古的重大发现，形成了根本性的突破。因此，有关这种文化现象
的前期研究，可以说，具备了全面深入研究的学术基础。其中第一个重点所形成的 “文化史研究”，
可以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向达《古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研
究为代表。其所形成的第一层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立足于中西交通关系的背景和范围对“西
画东渐”现象加以学术探讨。中国和西方（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中第二个重点
所形成的“美术史研究”，可以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
洋之影响》、山隐《世界交通后东西画派互相之影响》、戎克《万历、乾隆年间西方美术的输入》等
为代表。我们能够发现其论述的范围基本在于“凡二百年”的“所有此际中国美术与西洋之关系”，
而论说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之处。这个基本的历史内容和范围，同样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研
究自本世纪20年代起，已经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以上这些论述，都是近现代中西美术交流研究方面
的重要文献。应该说，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这些前期相关研究，是中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研究学术工
作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其无论是历史史实的整理方面，还是文化价值的评判方面，都为后世
学者积累了宝贵的学术经验。因此，有关中西美术交流的早期研究，为进一步深入进行中国近代外籍
移民美术的专史课题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中西交通、中西文化
交流等人文科学研究方面来看，西学东渐的学术研究初具成果；但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角度看，
特别是 “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方面相关的珍贵资料，大量处于濒临抢救的散失状态，而“中国近
代外籍移民美术”相关系统的专史研究及其相关的专题研究，有待于深入和持久的进行，并具有独特
的学术意义。这段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隐秘”的历史，目前面临着被“忽视”的境地。这种境地
可以如下几个方面概括之。其一为“模糊性”：20世纪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尚显模糊。其二为“
局部性”：侧重于万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华活动、清康、乾时期清宫绘画活动等局部范围。其三为
“次要性”：在明清时期的文化历史研究中，在华的外籍艺术移民处于“次要”地位。其四为“局限
性”：诸多原始资料和外文资料利用有限，尚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利用。这段隐秘历史的存在，是因为
长期以来，由于客观上史料的缺乏等原因，一直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形成了本课体研究中的
重点和难点，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历史环节，以及对于这些环节的评价标准。比如：一，“
传教士”艺术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明清之际在中国本土出现的西方传教士无疑是西画东渐
的重要使者。但长期以来，传教士的文化业绩始终无所定论，而这正是西画东渐的相关研究无法回避
，并应引起正视的问题。根据有关历史记载，我们可知在近代西画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曾经在
中国达到三次活动高潮。第一次是在明万历年间，第二次是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第三次是在鸦片战
争以后清同治年间至清末。形成三次高潮的社会因素，主要是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变化。
在美术领域，中国本土曾经先后形成了利玛窦、郎世宁、范廷佐等为代表的传教士文化现象。利玛窦
等传教士的西画传播效应，主要体现于中国南方和江南等地的民间地区；郎世宁等传教士的西画传播
效应，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的宫廷；而范廷佐等传教士的西画传播效应，则主要反映在新兴的开埠城
市。他们先后出现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远征”中国的各个不同的重要历史时期，他们彼此之间的
时间跨度较大，所处的文化情境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文化也采取了不同的适应对策。而在对于传教
士的评价问题上，人们发现，由于他们在西方画坛并非一流画家，而在中国的活动又并未真正纳入主
流之列，故而时常被西方和本土的美术史研究所双重“遗忘”。然而，关于他们所谓“沙子”般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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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不能长久地掩盖他们真正的历史价值，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人们关于他们的文化身
份的理解逐渐趋于共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艺术功绩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可，而且成为本土西画
东渐过程中不容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和乾隆朝
代的过去，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日见式微，其宗教势力影响的范围已经逐渐进入低谷。在这
时期的来华者行列中，逐渐增添了诸多非传教士身份的外籍人士，他们通过多种非宗教或官方的途径
来到中国。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先后有西方的职业或业余的画家来到中国南方的口岸。这
些外贸通商时期的来华的外侨艺术家，也是中国近代西画东渐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但长期以来，人
们将关注的西画东渐焦点多集中于西方传教士和本土留学生的两种渠道之中，而且又将清代西画东渐
的重点置于北方的宫廷，导致南方口岸的外销艺术现象，成为一度冷落的“空白”。目前这种现象的
价值和意义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中国与国外的通商只限于南方广州一隅
。尽管如此，由商业带动文化交流，在远离北方宫廷的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独特的“外贸通商”文化
，外销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典型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正逢清廷西画活动走向式微之际。然
而，关于“外销油画”现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明显的客观困难，就是相关资料的严重缺乏，而且“其
实物和文字资料几乎都收藏在海外”，同时外销艺术的作者大多是以无名者的身份出现，这给相关研
究带来资料的收集和确认的诸多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应该载入中国文化史”的结论。三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的转型，沿海城市的先后开埠通商，并成为中
国商业、文化的聚集中心，由此大量出现了于本埠的外籍侨民（艺术爱好者）和绘画专家，这批新“
艺术移民”其生活、活动和影响所致，使得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中期的独特岁月里，以上海为
代表性地区，发生了“艺术移民”的史实，今天看来，其陌生而鲜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更为久远的
传教士美术家。从清末民初土山湾画馆的“近代中国西洋画之摇篮”到20世纪前期外籍艺术家对于中
国艺术的的“贡献”， 集中体现了这些大批移居上海等大都市特定社区的外籍人士，以难民、侨民等
不同身份，逐渐融入了海派文化的华洋杂居、雅俗兼容的都市文化的特殊环境，自20世纪初期以来，
来自异域的在沪侨民画家，已开始了较为专业正规的西画美术教育及美术展览交流，构成了所谓精英
文化和大众文化多方位的复合，进行了多种视觉艺术的文化传播。不管今后有关的历史结语如何，但
这批“艺术移民”已经构成这样一种事实，那即是西画东渐中国“第四途径”的出现。《中国外籍移
民美术史》所涉及的所谓“外籍艺术移民”之说，主要是指自明清时期至民国时期，具有不同文化身
份来中国居留并活动的外籍人士，他们是职业或非职业的艺术家（本课题主要其以美术活动为主要研
究对象）。在其长期或短期的在华生活中，留下多种形式的美术作品，并中国本土艺术家进行了多种
途径的文化交流。虽然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作为西画东渐中国“第四途径”的历史作用，但是由
于这些历史环节的出现，使得中国近代的文化交流呈现错综复杂的面貌，其中不乏隐秘而未解的部分
，特别是“外籍移民美术”部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和充分的学术研究结果。尽管如此，人们已经逐
渐注意到其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发展演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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