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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玉圃先生是当今画坛与众不同的一位画家。
他提出的“中道画论”，总结了以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为基础的中国绘画艺术中“技与道”的关
系以及相互转化的过程，解决了在具体的绘画艺术实践中方法论问题，受到思想界、美术界关注。
他把“禅”文化融入美术，营构了清灵空寂的艺术意境。
他在艺术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传统绘画艺术形式的进一步完善。
　　在多元化思想相互碰撞的语境下，如何坚守民族文化、有借鉴地吸收外来文化，从而达到进一步
地发展民族文化，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画以及在正确的道路上从事创作，是
美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解决这个课题，需要遴选一些具有影响的成功个案作为总结的素材。
陈玉圃绘画艺术理论及其艺术成果，正是这样一个恰当的总结成功经验的素材。
因此，我们从传统的绘画构成要素入手，对其绘画艺术之意境、气韵、炼形。
构图及其艺术成功之成因进行了分析，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仅供读者参考，不妥之处，恳望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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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玉圃，1946年生于山东济南历城。
少年时为著名山水画家黑伯龙和陈维信先生门下入室弟子。
1976年任教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艺术系。
1980年考入广西艺术学院，为黄独峰教授研究生，毕业后留院任教。
1993年起任广西艺术学院教授、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擅画山水兼作花鸟及简笔人物，格致简淡，主张画道无为。
出版多种个人画集，并著有《山水画画理》《国画写意四君子》《陈玉圃解析唐寅》《中国当代名家
画集·陈玉圃》《荣宝斋画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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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走进陈玉圃第二章 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之内涵陈玉圃绘画艺术意境
之启示第三章 陈玉圃绘画作品之气韵第四章 陈玉圃绘画作品之造型第五章 陈玉圃绘画作品之构图法
无定法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一个特点开合自然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二个特点虚实相生是陈玉圃绘
画构图的第三个特点聚散依理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四个特点疏密成趣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五个特
点奇正相生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六个特点知白守黑是陈玉圃绘画构图的第七个特点刚柔相济是陈玉
圃绘画构图的第八个特点第六章 陈玉圃绘画成就之成因苦难阅历积累的深厚社会生活感悟高尚的人品
决定的清灵审美取向卓越的见识和深刻的艺术思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全面的艺术修养超常的艺术想象
力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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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有当我们专心地研究他们的笔墨，才发现他们的笔墨是如此地美妙。
同样，当我们看陈玉圃作品时，我们沉醉在他的清寂的意境之中，因此忽视了他的写，因为，他的笔
墨语言和他的意境已经融合成一个鲜活的意术生命了。
如果没有他的这种笔墨语言，那么，他也就不会营构出这样的作品。
但一般人还是忽视了他书写的方式，忘记了组成他绘画意境的骨法用笔。
在写的过程中，陈玉圃始终把握“不过无不及”的原则关于“不过无不及”的原则，他有一段极为深
刻的论述。
他说：“在绘画创作中，对于客观外景过分繁琐和细密的刻画，往往相对减弱笔墨在绘画中的相对独
立程度，因而影响了画家情绪特质的直接传递。
当笔墨完全失去其独立特性时，这种情绪特质在笔墨间的传递即告中止。
相反，如果这种抽象的笔墨形式完全独立于客观景物时，其作为情绪、气质的传递之载体，其功用效
应达到高潮，但同时却又使绘画艺术异变到书法艺术的范畴去了。
所以在处理笔墨与真山川景物之间的矛盾过程中要把握分寸，在牢牢把准‘不过无不及’的原则前提
下，适当加强笔墨这个感情载体的功用和效应。
”（见陈玉圃《山水画画理》）这个说法，既是道，又是技。
知其道，技亦娴熟矣；娴其技，道亦在其中矣。
把握“不过无不及”的原则，必须首先熟悉取舍之关系。
对此，陈玉圃有自己的辩证思考，他说：“山水画的意境既然不是画家对自然山水状貌的自然模写，
那就必然要根据画家情绪和品位的需要，对真山水状貌加以理性的筛选、规范和裁剪，所谓·触目横
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
这就要当取者取，当舍者舍。
欲其简则轻描淡写，欲其显则浓重夸张，欲其喜则小桃含笑，欲其悲则天涯孤鸿，欲其高则太岳极天
，欲其柔则弱柳摆风取之、舍之、夸张之、宣淡之，是一切文学艺术诱人的魔力所在。
（见陈玉圃《山水画画理》）取之有理，舍之有度，这个度如何把握呢？
其实，适度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界限，但是还是有规律可寻的。
陈玉圃认为：“适度则近乎情理之间，会大大增强画面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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