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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中国画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一部雅俗共赏的篆刻读物》、《说不尽的卢浮宫
》、《参观爱尔米塔什博物馆》、《阿姆斯特丹美术馆小记》、《周韶华的艺术胸襟》、《汇东方与
西方融传统于现代》、《关于曾来德》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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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创作随笔之三畅神而已  ——中国画的审美特质中国传统笔墨的当代观笔墨精神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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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的欣赏问题  ——兼答《鉴宝》编辑冯德良先生试析可染先生的成才之路感觉·认识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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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认识大师走进大师  ——《大师生活丛书》序重新认识书写人性的艺术家——董其昌  ——《董其
昌书画编年图目》序《敦煌石窟艺术》出版记《中国美术论著丛刊》再版序言志气平和骨力深稳  —
—沈鹏先生书法艺术欣赏（代序）周韶华的艺术胸襟汇东方与西方融传统于现代关于曾来德书法之城 
——“王镛书法集》序吴毅的高度  ——《吴毅作品集》序创造境界  ——为周俊杰书法集而写《胡秋
萍书法艺术》序思想境界人品学识的诠释  ——魏紫熙先生画集说不尽的卢浮宫马德里的灵魂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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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师心居笔谭>>

章节摘录

　　前人高论见玄机　　——中国画论中的大成之道　　因为美术编辑的职业，接触并研读画论是我
的工作。
其实，在成为编辑之前的弱冠之年即已喜好画论乃至先秦文学，但那时并不理解。
同一段文字，20岁读、40岁读和60岁读，感觉是不一样的，画家对笔墨的理解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也不
相同。
起初，以前人所言引路，到一定年龄会验证前人的经验之论。
我自幼爱中国画，但对笔墨之道茫然无知，随年事阅历的变化，更兼数十年临池，始知笔墨的崇高。
深刻的精神内蕴和由此彰显出人格力量是笔墨的魅力所在。
国画不只是在画画，是借笔墨抒写心灵，是画家精神世界的剖白、才情的彰显、学识的记录，同时有
着“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社会功能。
　　明代学人杜琼说：“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足以启人之高志，
发人之浩气。
”董其昌在《容台集》里引用了这段话，这里说到了欣赏功能。
而清代王昱在《东庄论画》里则认为：“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
昔人谓山水画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而稍后于王昱的董棨在《养素居画学钩深》里说道：“我家贫而境苦，唯以腕底风情，隐然自得。
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非外境之所可夺也。
”把画画与养生结合，是笔墨艺术的一大属性，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色。
　　画家以绘画为职业，应该远离功利，散淡从容，特别是山水画家，离开这个喧嚣的社会越远越好
，离社会远些日后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历代画论提出“清心地”“善读书”“却早誉”“亲风雅”“不可有名利之见”，不能“沉缅于酒，
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等，是说高尚的人品能影响到笔墨，这是中国画认识论的独特之处
，与西方美学观不尽相同。
中国画强调“人成艺成”，历代画论均论述过人品与画品的关系，足见这一命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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