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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建筑与城市设计专家 

美国旧金山美术学院荣誉博士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 

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荣誉博士 

加拿大艾米利·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荣誉博士 

 

九十年代以来，担任近现代美术史、建筑与城市设计、艺术管理学、艺术哲学四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先

后在中国最重要两所美术学院担任院长（1996-2001 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2014 年任中央美术学

院院长），主持并领导了两所学院的跨越式发展。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陈设计总设计师 

 

社会职务及荣誉： 

中国美术协会第九届顾问 

中央文史馆馆员 

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专家 

教育部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评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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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科技委能源与土木建筑水利学部委员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艺术及学术成就：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潘公凯先生提出的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共存，双向深入”的学术主张，

在中国美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潘公凯先生的装置作品《融》代表中国参加 2011 年第五十四界威尼斯双年展，水墨作品《风荷图》、

《雪莲图》参加 2015 年第五十六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其水墨作品尺幅巨大、气势磅礴、格调高雅、意

境深远，既保有了传统文人画笔墨书写的酣畅、沉雄、率真、典雅之趣味，又与现代建筑展示空间形成绝

佳的融合互动，具有独特的现代审美情趣和艺术张力，堪称中国传统大写意水墨艺术现代化转型的代表与

典范。 

此外，潘公凯先生又是中国学术界、艺术界积极倡导并实践跨学科研究，跨界创意的代表之一，专业

创作涉及水墨画、美术史论、观念艺术、建筑与城市设计四大领域，成果丰富，作品具有探索性与引领性。

曾在纽约、旧金山、圣地亚哥、密歇根、巴黎、威尼斯、卡尔斯鲁厄、布拉格、东京、香港、澳门、台北、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杭州、长沙等世界各地最重要的美术馆举办跨领域的个人展览，广获好

评，作品被各大博物馆、艺术机构及私人藏家大量收藏。 

潘公凯先生著有《中国绘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潘天寿评传》、《中国现代

美术之路》等，主编《现代设计大系》、《潘天寿书画集》、《高风峻骨——潘天寿绘画艺术》、《中国美术 60

年》、《中国笔墨》、《生成与营构——潘公凯建筑设计方案集》等画册丛书，并多次获奖，在人文社科界有

重要影响。其中，《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成果一等奖。 

 

期刊文章： 

《潘天寿传略》 新美术 1981  

《“绿色绘画”的略想》 美术 1985  

《中、西传统绘画的心理差异》 新美术 1985  

《传统作为体系》 新美术 1986  

《中国画的潜力、播散期、与中国画教学——再谈互补结构》 新美术 1986 

《潘天寿对画面结构的探索》 美术 1991 

《在挤迫中延伸 在限制中拓展 远望二十世纪中国画》 美术 1993  

《论西方艺术的边界》 新美术 1995 

《“传统派”与“传统主义”》 文艺研究 1997 

《中国美术学院七十年学术发展综论——〈世纪传薪〉序》 新美术 1998 

《语境·问题·方法·立足点》 美术观察 1999 

《我们的想法与做法》 美术观察 2000 

《全球化趋势中的不同学院特色》 世界美术 2001 

《我对艺术教育的看法——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教授访谈》 美术观察 2001 

《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的现代戏》 美术观察 2002 

《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美术教育之路》 美术研究 2003 

《探索中国油画的精神魅力》 美术研究 2005 

《以笔墨为本，改造素描，强化中国画特色——潘公凯先生谈浙派人物画的经验与启示》 美术研究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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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取胜的苍茫山水——赏张正恒作品有感》 美术 2007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一个基于现代性反思的美术史叙述》 文艺研究 2007 

《探寻中国的现代性与艺术的未来形态》 美术研究 2007 

《世纪转型中的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 2008 

《艺术：错构与孤离的非常态之美》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为了独立自强的新中国——〈中国美术 60 年 1949-2009〉总序》 美术研究 2010 

《造型艺术的意义》 美术研究 2011 

《造型基础训练的意义》 美术研究 2012 

《从事实到方法——关于 20 世纪中国美术阐释框架的思考》 美术 2012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关键词释义》 美术研究 2013 

《绘画性抽象》 美术研究 2013 

《关于“当代艺术”概念的自主性阐释》 艺术评论 2013 

《论笔墨典范——人格理想的一种表征系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儒士潘天寿——兼论笔墨作为“表征系统”及其未来学价值》 中国书画 2015 

《潘天寿的笔墨实践与“格调说”》 美术 2017 

 

报刊文章： 

《领悟 自信 自觉》 人民日报 2004 

《现代其外 传统其中》 美术报 2005 

《美术教育的世纪转型》 中国文化报 2008 

《价值标准：画与人》 美术报 2008 

《20 世纪中国美术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文化报 2009 

《中国画可以推向世界》 人民政协报 2010 

《宏大叙事与宏观视野：中国现代美术的自我正名》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后古典”的端倪》中国艺术报 2011 

《要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艺术》 中国文化报 2011 

《思考：“大美术”学科格局》 中国文化报 2011 

《造型、能力与创新》 人民日报 2012 

《应首先厘清当代艺术的概念》 中国文化报 2013 

《境界上的“颖人”》 中国电影报 2014 

《中国画的笔墨问题》 光明日报 2016 

《笔墨的独立》  中国文化报 2017 

《具细表象与概略表象》 中国文化报 2017 

《“自我”与“人格”》 中国文化报 2018 

《画理与程式》 中国文化报 2018 

《近代笔墨的趋势》  中国文化报 2019 

《笔墨与程式》   中国文化报 2019 

 

潘公凯先生部分建筑概念设计方案： 

北京奥运公园三馆联合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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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公园三馆联合体(二) 

 
 

北京奥运公园三馆联合体有两个不同的方案设计：一是以“云”为特征的，漂浮在抬高 15 米的核心筒

之上，形成大面积表皮带有发光纤维絮状结构的扁椭圆体块，远望如同悬浮于半空的白云，长达 1 公里，

壮观、纯粹、轻盈、梦幻；二是以文房四宝之一的“纸卷”为设计元素，将纸卷展开至半围合状态，有意

无意地三三两两，摆布、交叠。“整”与“碎”的对立统一，文人气质，典雅韵律。 

 

宁海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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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艺术中心的前面是一片湖水，因此设计创意即来自于“清风白莲”的意象。洁白色的层层花瓣，将

开未开之时，并以黑色基座为衬托。设计要点在于纯净。而南、北、西三侧的进口，则设计成不同的语言，

成为整个建筑的异样装饰。 

 

宁海文化中心 

 
宁海文化中心要满足电影放映、舞台演出和大型会议三方面的功能要求，所以，以受启发于三叶草的

基本布局，使得这个建筑具有独创的形态。此文化中心的南面主入口前的弧形大台阶很有气势，通过玻璃

走廊进入左右两个侧翼，同时在门厅的上端也有连廊将三个侧翼联系起来，整个建筑物略显内倾的墙面，

十分单纯，并以红色的台基层为衬托，凸显出华丽中的崇高感。 

 

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这片校舍面临宽阔的甬江，是宁波大学的南面门脸，因此必须尽可能单纯、整体、大气，以横线线条

为基调，长达三百米。但在整体性中又要有变化，所以添加了数个泡泡状的圆圈，这些圆洞贯穿建筑物，

又在建筑内部形成十分有趣的异形空间，启发学生的丰富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