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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的名字對很多美術界人士來講

難免感覺陌生，祇有少量的美術通史、民國

美術史、美術教育史的書中有所涉及，如王

伯敏的《中國繪畫通史》（1），阮榮春、胡光

華的《中華民國美術史 1911-1949》（2），潘

耀昌的《中國近現代美術教育史》（3）等，

但往往一筆帶過，或者描述部分出現謬誤。

近年來海外資訊大量流入，特別是澳門政

府於 2002年出版了《鄭錦紀念畫集》（4），

收錄兩篇論述鄭錦的專文：陳繼春的〈鄭

錦的生平與藝術〉（5），林近的〈我讀鄭褧

裳先生的畫〉（6），使海內外美術界人士也

開始關注鄭錦。如蔡星儀的〈開濟功難滅

丹青藝永存  　  試論藝術教育家、畫家鄭

錦〉（7），是唯一一篇在中國內地刊登的較

為精全的鄭錦專題研究，陳瑞林的《20世

紀中國美術教育歷史研究》（8）中也對鄭錦

有了較為詳細的叙述，但上述研究以介紹

為主，並未做深入的分析。

鄭錦是國立北京美術學校（今中央美

術學院）第一任校長，即第一所國立美術

專業院校的校長。和私立的美術專業院校

不同的是，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的成立標誌

着中國現代美術專業教育開始步入西方化軌道，並以此作為“正規化”的標準。這在中國近現代美

術教育史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時代意義。鄭錦的美術教育思想對後世也有很大的影響。

讓人深思的是：這樣一位現代美術專業教育的先行者，卻由於種種原因，他的名字漸漸被人們

所遺忘，這究竟是鄭錦本人的命運使然，即鄭錦本人低調內向的個性原因，還是中國近現代美術教

育史研究的不幸所致？本文將從鄭錦的美術教育歷程、美術教育思想和流派歸屬、美術教育實踐三

方面入手，記述並深入分析鄭錦的美術教育活動，並與劉海粟、徐悲鴻進行比較研究。

鄭錦攝於香港（1941）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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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的美術教育歷程

鄭錦，原名瑞錦，字褧裳，又作絅裳，清光緒

九年（1883）在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雍陌村出生。

1897年，十三歲的鄭錦由姐姐攜帶東渡日本，同年

末，便入讀日本橫濱的大同學校。（9）1902年，鄭錦

考入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日本畫科。 1911年，畢

業後的鄭錦又考入京都的市立繪畫專門學校（即後

來的西京藝術大學）本科。在日本，鄭錦和梁啟

超、鮑少游、陳樹人、高劍父兄弟等人結緣，共論

畫道，這對他以後的美術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美術教

育的實踐都有一定的影響。 1914年 3月 25日畢業後

的鄭錦應民國教育部聘請回國服務。他回國後在教

育部供職，負責教科書編纂工作。 1914年國立北京

高等師範大學設立圖畫手工科時，鄭錦成為這所大

學的兼任教師。 1917年，教育部任命鄭錦籌辦北京

美術學校。當時國內還沒有這種國立的美術專業院

校，一切都在摸索之中。因此，在正式就任校長

前，他至少重回日本一次，和鮑少遊二人在日本盡

心盡力地規劃學校的一切大小事務。 1918年 2月，

鄭錦還在由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起和組織的北京大學

畫法研究會教授美術，並與陳師曾、胡佩衡、李毅

士、徐悲鴻等人共事。 1918年 4月 15日，中國第一

所國立美術專業院校  　 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正式成

立，鄭錦為第一任校長，蔡元培也出席了開幕式。

其後，鄭錦還擔任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及古物

陳列所文華殿主任。國立北京美術學校開辦初期祇

辦兩年學制的中專部，設繪畫和圖案兩科。在鄭錦

和學校師生的努力下， 1919年經教育部批准，國立

北平美術學校成為高等美術學校，本科設中國畫、

西畫、圖案三個系（圖案系至1922年才正式建立），

停辦中專部。 1922年，該校正式被定名為“北京美

術專門學校”，設中國畫、西洋畫、圖案、圖畫手

工師範四系。 1924年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鄭錦辭

去校長一職，前往河北省定縣，加入了“平教會”，

從此開始了他的平民教育事業。 1940 年中山淪陷

前，鄭錦攜眷移居澳門柯高馬路，在青洲山麓廢置

的一間名為振興的工廠內定居。 1938年，與鄭錦在

東瀛結識的高劍父以及其他廣東畫人也蟄居澳門，

在那裡與鄭錦一同共論畫道。 1941年 1月 18日早上

9時，“鄭褧裳畫作欣賞會”在雅廉訪大馬路 32號揭

幕，這也是鄭錦生平的第一次個人畫展。此後，鄭

錦多次在澳門參加相關藝術活動。 1959年 3月 29日

凌晨 5時，鄭錦在鏡湖醫院留醫所內，因哮喘病逝

世，享年七十七歲。 3月 31日，澳門《華僑報》發

表了鄭錦去世的消息。比較 1951年澳門畫壇對高劍

父逝世的反應，鄭錦的離去亦非常平靜。

鄭錦的美術教育思想和流派歸屬

一、美術教育思想

從鄭錦的美術教育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和

梁啟超、蔡元培二人相交甚密。這兩人的美術教育

思想在當時給了鄭錦很大的影響，鄭錦也在自己的

美術教育活動中傳承了這些思想。

鄭錦三十歲時自畫像（油畫 1913）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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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美術教育指導思想帶有明

顯的改良性質，是改良派的領軍人物。（10）鄭錦在

日本時曾入讀“大同中學”，是梁啟超的高

足。（11） 1914年鄭錦在回國時經上海抵達天津，轉

北京舟次時拜訪了兩年前回國的梁啟超。後來，

梁啟超還為其撰〈鄭褧裳畫引〉，其中對鄭錦期許

甚高。（12）這對鄭錦後來的北京服務時期和被教育

部委任為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校長可能有着一定的

影響。梁啟超就在鄭錦的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做過

“美術與科學”的演講（13），他看到了西方的重商

主義和寫實的再現藝術之間存在着內在的聯繫，

而且指出科學與藝術都以自然為研究對象，表達

了科學與藝術結合的價值取向。鄭錦也認為寫實

極為重要。不管是從他的論畫集還是他的繪畫作

品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鄭錦對於寫實的追求是不

遺餘力的。他指出：繪畫不但要形象畢肖，更需

要表現性格和表情；不但要着重於主體的描寫，

更不能忽略其它細節、背景以至點綴陪襯之物

等。對於繪畫對象的研究，也要從科學的角度入

手，注重透視和比例的協調，盡量求真。從某種

角度來說，鄭錦的美術教育思想帶有改良性質，

特別是他就任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校長以前，曾回

日本規劃一切教學事務，學習了日本在這一方面

的先進經驗。因此，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在成立之

初，一定程度上是帶有改良的日本色彩的。在教

學的過程中，這位早年曾受過西洋和東瀛藝術薰

陶的美術教育家，把梁啟超的“科學化的美術，

美術化的科學”這一觀點也充份運用到自己的美

術教育活動當中，加強美術教學的科學性和實用

性。這從當時北京美術學校的辦校宗旨中可以看

出來。（14）

蔡元培則是另一位對鄭錦影響巨大的思想家和

教育家。可以說，對中國近現代美術教育乃至美術

發展進程發生了深遠影響的是蔡元培和他的美育思

想體系，以及他對中國美術教育所做的大量開拓性

工作。他是我國現代教育的總設計師和奠基人。蔡

元培的美術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學術派的範

疇。（15）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就提出

鄭錦〈魚遊圖〉（絹本設色 1925）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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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指導思想：“學術公

開，思想自由，文學與美術

上現實派和理想派兼收並

蓄。” （16）同年，蔡元培在北

京又作了題為“以美育代宗

教”（17）的演講。接着，教育

部任命鄭錦籌辦國立北京美

術學校。顯然，這所學校的

籌辦是蔡元培發展此學說的

成果。為了回應蔡元培的

“以美育代宗教”，鄭錦當時

的辦校宗旨是：提倡社會美

育，解決社會發展對美術師

資的需求和改良工業產品的

造型設計。 1 9 1 8 年 4 月 1 5

日，該校正式成立，蔡元培

出席了開幕式，並發表了講

話。他指出：“惟中國圖畫

與書法為緣，故善畫者，常

善書，而畫家尤注意於筆力

風韻之屬。西洋圖畫與雕刻

為緣，故善畫者，亦或善

刻。而畫家尤注意於體光影

之別。”因此，為昌興中國

近代藝術，他呼籲：“甚望

茲校於經費擴張時，增設書

法專科，以馳中國畫之發

展，並增設雕刻專科，以助

西洋畫之發展也。”（18）可

見，鄭錦在學校成立之初就

接受了蔡元培的這些觀點，

所以，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的

專業設置也比較全面。後來

蔡元培在〈北大畫法研究會

上的演說〉中還指出：“中國

畫與西洋畫其入手方法不

同，中國畫始自臨摹，外國

畫始自寫實。”他呼籲：“今

鄭錦〈祖孫同樂〉（紙本設色， 1928）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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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輩學畫，當用研究科學之法貫注

之，用科學方法以入美術。”（19）鄭錦

同時期也在北大畫法研究會上作了類

似相關的演講。（20）他認為：繪畫應當

注重寫生，不能一味的臨摹前人的東

西；還要注重細節的刻畫，要從科學

的角度入手，對透視和比例的把握力

求精確。

總之，鄭錦的美術教育思想受到

了梁啟超的改良派和蔡元培的學術派

的影響，他在自身的美術教育活動中

把這些思想傳承了下來。

二、美術教育流派歸屬

20世紀的中國現代美術運動，是

中國新興現代美術專業教育推動所

致。而由歸國留學生領導的新型的高

等美術專業院校的創建則是一個重要

的契機。從各校的教育思路來看，把

寫實主義和學院式素描訓練視為基礎

已經達成共識，但同時也顯示出不同

藝術價值取向。如：徐悲鴻、高劍父

較為注重西方文藝復興傳統的寫實性

繪畫。而林鳳眠、劉海粟則較為關注

西方現代藝術的潮流。潘耀昌將近現

代的美術教育流派分為：1）中西融合

（徐悲鴻、高劍父）；2）中西融合（林

鳳眠、劉海粟）；3）傳統走向現代（潘

天壽）。（21）

但剛剛進入美術教育史研究的專

家們往往會忽略掉鄭錦的存在。鄭錦

作為中國第一家國立的、由教育部直

接領導管理的現代意義上的美術最高

學府  　 國立北京美術學校（今中央

美術學院）的第一任校長，任職達八

年之久，是該校 1950年改名中央美術

學院以前任期最長的一位校長。（22）當

時國內還沒有這種國立的美術專業院

校，一切都是在摸索中前進。他在就

鄭錦〈秋郊暖月〉（紙本設色 1952）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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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校長之前，至少重回日本一次，和鮑少遊一起在

日本盡心盡力地規劃一切大小事務，如學制和專業

設置、學校師資、招生規模和程式、編訂課程，還

包括選擇學生書桌等。可以說，國立北京美術學校

成立之初其結構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也可以說是

從日本“轉口”的西方色彩。這一舉措在近現代美術

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時代意義，而鄭錦的許多

教育思想對後世也有很大影

響。鄭錦任職期間，正是辛

亥革命剛剛把中國幾千年帝

制推翻的年代，從臨時國民

政府新成立，至“五四運動”

爆發前後這一段時間，也是

中國歷史上最混亂複雜的時

期之一，可見作為一個先行

者是多麼的艱辛。不幸的

是， 1924年鄭錦由於種種複

雜的歷史原因，辭去校長一

職，開始了他的平民教育事

業。

在蔡星儀的〈開濟功難

滅，丹青藝永存  　 試論藝

術教育家、畫家鄭錦〉（23）一

文中對鄭錦的美術觀給出了

如下總結：

一、鄭錦分析當時中國

繪畫發展不及歐美的原因共

有三點：1）中文為象形文

字，其起源與繪畫近，因而

容易使人將繪畫與象形混

淆。2）自古以來，繪畫多為

帝王所利用，成為一家玩賞

之物。3）學畫方法依傍倣古

臨摹，不尚自由發揮，改變

之道，應該適應如今共和時

代。繪畫應為大眾所賞，打

破舊法，自由發展，取各國

所長以補國畫所短。

二、題材要有意義，要寓寄畫家的思想和情感。

三、力求寫實，不但要形象畢肖，更須表現性

格和表情；不但要着重於主體的描寫，更不能忽略

其它細節、背景以至點綴陪襯之物等。

四、鄭錦的繪畫技法採用“雙勾傅彩法”。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鄭錦是提倡寫實主義和現實

主義的，這同 1928年就任過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

鄭錦〈珍珠雞〉（紙本設色 1955）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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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國立北京美術學校）院長

的徐悲鴻有相似之處，而且

鄭錦的這一提法比徐悲鴻還

要早。徐悲鴻也主張革新，

反對守舊，重視寫生，反對

一味的臨摹，提倡寫實主義

的教育原則，並且總結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如

“新七法”（24）等，在當時探索

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現代美

術專業教育的體系化道路。

鄭錦和徐悲鴻相同的

是：他們二人都以北京為根

據地，處在全國政治文化的

中心；都在同一所大學任職

過，擔任過校長這樣的重要

職務；二人都以現實主義為

主導力量，注重西方文藝復

興傳統的寫實性繪畫。

不同的是：鄭錦任職期

間，現代美術專業教育剛起

步，困難重重，最後還由於

種種原因辭職，離開了美術

專業教育這個舞臺。（25）而

徐悲鴻後來正處在美術專業

教育蓬勃發展的時機，新中

國成立後，他在北方形成了

一統天下之勢。

因此，如果要給鄭錦的

美術教育流派定位的話，應

該屬於中西融合派，與徐悲

鴻、高劍父等人一樣，因為鄭錦提倡西方文藝復興

傳統的寫實性繪畫，並且注重繪畫的現實性。

鄭錦的美術教育實踐

2 0 世紀初期，開辦美術專業院校應時代的要

求，已成為一種風氣。

1912年劉海粟在上海與烏始光等人創立了近現

代中國第一所美術專業院校  　  上海圖畫美術院

（即上海美專）。劉海粟辦校時提出了三條主旨：

“一、我們要發展東方固有的藝術，研究西方藝術的

蘊奧。二、我們要在殘酷無情、乾燥枯寂的社會

裡，盡宣傳藝術的責任，並謀中華藝術的復興。

三、我們原沒有甚麼學問，我們卻自信有研究和宣

鄭錦〈秋園錦雉〉（紙本設色 1958）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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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誠心。”（26）劉海粟更

高的理想就是掀起中華之

文藝復興運動。這一舉措

比鄭錦創辦國立北京美術

學校早了六年，因此現在

流行的觀點是把上海美專

視作中國第一所現代意義

的美術專業院校。但鄭錦

1918年創辦的國立北京美

術學校，是作為第一所國

立的美術專業院校而誕生

的，這同私立院校有很大

的區別，在教學實踐方面

也有很大的差異。 1918年

這所公立的美術專業院校

的艱難出世，標誌着中國

現代美術專業教育開始步

入西方化的軌道，並以此

作為“正規化”的標準（27），

同私立的院校相比，體現

的是“正規化”的現代美術

專業教育，因此在中國近

現代美術教育史中具有非

常重大的時代意義，緊接

着國內才出現了興辦國立

美術院校的局面。雖然當

時在 1919-1937年間，新

開辦的國立美術院校祇有

兩所，一是 1927年秋，國

立中央大學增設“藝術教

育專修科”（後改為“藝術

系” ），二是1928年3月，

在杭州西湖創辦的“國立

藝術院” （後改為“國立杭

州藝術專科學校”）。而同

時期的私立美術專業學院

卻辦校三十一所。（28）但從

總體的發展趨勢上看，國

鄭錦〈採荔〉（紙本設色 1958）

選自《鄭錦紀念畫集》，臨時澳門市政局，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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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院時間長，之後的學制設置也較為完善，招生

也比上海圖畫美術院規模大。

（三）上海圖畫美術院到1925年才改科為系。而

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於 1919年就由教育部批准為高等

美術學校，本科設中國畫、西畫、圖案三個系（圖

案系至 1922年才正式建立）。 1922年，該校正式定

名為“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設中國畫、西洋畫、圖

案、圖畫手工師範四系。

因此，在學制和專業設置等方面，鄭錦的國立

北京美術學校同劉海粟的上海圖畫美術院相比，計

劃更加周全，設置更加合理，也更加適應當時的社

會實際需要。在這一點上鄭錦顯示了他對於學制和

專業設置的前瞻性和全面性。在鄭錦辦校時，先前

的美術專業院校都是私立的。劉海粟的上海圖畫美

術是當時比較大型和先進的美術專業院校，但是依

然祇有西洋畫，而沒有中國畫的教學。因此，上海

圖畫美術院主要是照搬西方的模式，教授西方的東

西。而鄭錦提前看到了中國畫在中國美術專業院校

教學的必然性，開先河設置了中國畫專業。由於中

國畫與西洋畫的不同性質，教學的安排和課程設置

必然會有所不同，照搬西方的東西並不能適應中國

畫的教學。因此，鄭錦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探索中國

畫的教學之路，為以後的中國畫教學的發展奠定了

基礎。有了中國畫的教學，使得學校的專業設置與

其它院校相比較就更加完備，這也是鄭錦在專業設

置方面考慮更加周全的成果。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的

學制與其他院校相比也較長，按照鄭錦的計畫，真

正完全地教育好學生，需要的時間相對來說也較

長。這是鄭錦在當時就整個美術教學過程的分析得

出的結果。他也預見了今後的美術教學發展中學制

的設置。設立較長的學制是符合時代發展的，也更

能適應社會實際情況的需要。

二、學校師資：2 0 世紀初期由歸國留學生領

導的新型的高等美術專業院校的創建，推動了中

國現代美術運動。在這些美術專業院校中較早的

有：1912年由劉海粟等人創立的上海圖畫美術院

（即上海美專）；1918年鄭錦創辦的國立北京美術

學校（今中央美術學院）。這兩所美術專業院校都

立美術專業學院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在眾多專業美

術院校中取得的成就和影響最大。比如：劉海粟雖

然開始之初因為創立了近現代中國第一所美術專業

院校而名聲大噪，但因為是私營學校，在後來不能

適應新體系的發展，雖然辦校時計劃遠大，卻無機

會加以實施。

一、學制和專業設置：雖然劉海粟等人在上海

創立的上海圖畫美術院成立比鄭錦創辦的國立北京

美術學校正式成立早了六年時間，但是在學制和專

業設置方面比較，後者更加完善和周全。

（一）上海圖畫美術院 1912年成立初期祇有西

洋畫一科。到 1920年更名為“上海美術學校”時，

才設有中國畫科、西洋畫科、工藝圖案科、雕塑

科、高等師範科、初級師範科之分，此後才逐漸

正規起來。而國立北京美術學校 1918年辦校之初

就有了中國畫科和圖案科兩科。 1919年，經教育

部批准，國立北平美術學校成為高等美術學校，

本科設中國畫、西畫、圖案三個系（圖案系至

1922年才正式建立）。 1922年，該校正式定名為

“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設中國畫、西洋畫、圖

案、圖畫手工師範四系。因此，在專業設置方

面，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從一開始就比較全面，到

1920年之後，兩者才旗鼓相當。

（二）上海圖畫美術院 1912年成立初期祇設了

繪畫科，並分為正科和選科兩個班，共十餘名學

生，修業期為一年，兼辦臨摹稿本的圖畫函授。

1913年，學校修改學制，在正、選科之外，加設

速成科，學生增至二十餘人。 1 9 1 4 年，改名為

“上海圖畫美術學院”，改繪畫科為西洋畫科，分

為正科、選科、夜科，各科為兩年畢業；1916年

改西洋畫為三年畢業，停辦選科，增設預科和師

範科。而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成立之初就辦有兩年

學制的中專部，設繪畫和圖案兩科。學校開辦時

招收第一批學生就有三十餘人。 1919年經教育部

批准，國立北平美術學校成為高等美術學校，本

科則設中國畫、西畫、圖案三個系（圖案系至

1922年才正式建立），學制四年。因此，國立北

京美術學校從辦校一開始學制上就比上海圖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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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歸國的留學生為主要師資的高等美

術學府。

雖然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正式成立晚六

年時間，但是在學校師資方面更加完善，

鄭錦在學校師資方面做出的努力也是有目

共睹的。

一、 1912年上海圖畫美術院正式開

辦時劉海粟祇有十七歲，也未接受過系

統正規的新式美術教育，祇是在此時參

加了日本東京美術函授學校的學習而

已。（29）與他共同建校的還有烏始光、

張聿光、汪亞塵、丁悚等人，張隸光為

第一任校長，烏始光為校監。 1916年張

聿光與劉海粟不合，辭職離校，劉海粟

才正式擔任院長，丁悚任教務長，烏始

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禮堂正門外景（中央美術學院提供）

選自陳瑞林：《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歷史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年

上海美專師生和模特兒合影（陳世強提供）　　選自陳瑞林：

《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歷史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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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任總務長。因此，劉海粟正式擔任校長是在上

海圖畫美術院成立四年之後了，也是在前人的基

礎上進行的工作，師資大多也是續聘。 1917年，

學校聘江新為教務主任，同時組織董事會，聘請

蔡元培、梁啟超、黃炎培、沈恩孚及王一亭為校

董。 1919年劉海粟才赴日本考察美術教育，徐朗

西為代理校長。直到劉海粟在 1920年回國後，學

校才步入正軌，這之後師資隊伍也才逐漸完善起

來。而鄭錦是從日本的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

（即後來的西京藝術大學）本科畢業歸來的留學

生，在任職之前還專門回日本學習教學管理經

驗。 1918年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正式成立時，鄭錦

就擔任了第一任校長，在師資選擇上費盡苦心。

同時，該校的師資方面也得到了教育部的大力支

持和人員派遣，老師隊伍有陳師曾、王夢白、姚

華、蕭俊賢、陳半丁、吳法鼎、李毅士、聞一

多、王雲等人。這個師資陣容可以說包括了當時

在北京的第一流美術家。

二、上海圖畫美術院成立之初，師資主要是

自發組織起來的，像烏始光、張聿光、汪亞塵、

丁悚等人都是當時共同建校的成員，其他的老師

大多是通過聘請的方式組成。而鄭錦的國立北京

美術學校是教育部直屬的，因此教育部在師資方

面也會採取人員派遣的方式，這樣的師資來源更

加可靠和穩定。

三、雖然劉海粟的上海圖畫美術院 1912年就成

立了，但是當時祇教授西洋畫，就連辦校的劉海

粟、烏始光、張聿光、丁悚等人也在當時是較為擅

長西洋畫的，學校沒有專門的中國畫老師。一直到

了 1920年學校步入正軌後，師資隊伍才逐漸完善起

來，才有了專門教授中國畫的老師，譬如汪亞塵、

俞寄凡、周耕雲等人， 1923 年潘天壽也任職於該

校。而 1918年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成立時就有了中國

畫科和中國畫師資。鄭錦自己就是一位中國畫畫

家，他在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及古物陳列所

文華殿主任時也曾大量臨習了中國古代繪畫精品真

跡。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的中國畫老師有：陳師曾、

王夢白、姚茫父、蕭俊賢等人。

四、曾留學法國和英國的吳法鼎、李毅士二

人，原來是在國立北京美術學校任教的，可是後

來，有部分資料記載，鄭錦與教務長吳法鼎、繪畫

科主任李毅士在校政方面產生了不同的意見，甚至

轉化為矛盾。 1924年吳法鼎、李毅士這兩位由蔡元

培一手推薦到北京美術學校執教的老師才共同投奔

劉海粟的上海圖畫美術院。（30）

五、在國立北京美術學校師資方面有一種一貫

性的說法：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禮聘沒有任何學位且

是木匠出身的畫家齊白石擔任中國畫教授一事，是

被視為林鳳眠的美術教育功績，更為流傳的是徐悲

鴻執掌北平藝專的一大政績，其實是徐繼林之後續

聘的。此事發生在鄭錦辭職而林鳳眠繼任的 1 9 2 5

年。但當今，研究過鄭錦的學者又指出了一種新的

說法：即此事原是由鄭錦計劃的，祇是由於突然離

職，不及實行，林鳳眠祇是接手辦理罷了。（31）

從國立北京美術學校的師資情況，我們可以

看到鄭錦在師資選擇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在國立

北京美術學校辦校時，國內的美術專業院校是幾

乎沒有中國畫的師資的。鄭錦首先聘用了中國畫

家作為中國畫老師，這在師資設置上體現了他的

前瞻性。鄭錦還明白要建立新的現代美術專業教

育制度就要大量引進外來資源，學習歐美和日本

的先進教學經驗。因此他較多地聘用海外歸國的

留學生，如：陳師曾、吳法鼎、李毅士、聞一多

等人，這種舉措是完全符合時代要求的。如果上

述第五點屬實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到鄭錦愛才用

才的苦心。

結　語

綜上所述，鄭錦的美術教育活動主要體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一、鄭錦任第一所國立美術專業院校的校長八

年，在中國美術教育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辦學經

歷。

二、鄭錦的美術教育思想受到了梁啟超的改良

派和蔡元培的學術派二者的共同影響，並且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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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術教育活動中把這些思想傳承了下來。具體而

言，鄭錦所屬的美術教育流派是中西融合派。（32）與

徐悲鴻、高劍父等人一樣，鄭錦提倡西方文藝復興

傳統的寫實性繪畫，注重繪畫的現實性。這一提法

比徐悲鴻還要早。

三、鄭錦創辦國立北京美術學校，是作為第一

所國立的美術專業院校而誕生的。它標誌着中國現

代美術專業教育開始步入西方化的軌道，並以此作

為“正規化”的標準，緊接着國內才出現了興辦國立

美術院校的局面。國立美術專業學院順應了時代的

潮流，在眾多專業美術院校中取得的成就和影響最

大。

綜上所述：鄭錦作為國立美術學校第一任校

長，在中國近現代美術教育史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時

代意義，他對後來美術教育思想有重大影響。這樣

一位美術教育家，有必要與劉海粟、徐悲鴻等大師

一樣載入藝術史冊，為人們所學習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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