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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书画》杂志自创刊以来，一直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艺术领域的名家、大家做深入访谈
。
这是一项文化发掘工程，一项文化记录工程，一项文化传承工程，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一项文化“抢救
”工程——对那些寿登耄耋的大家学人，记录下他们非凡人生的“所闻、所历、所见、所感、所为、
所创”。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书画》杂志的重头栏目“名家访谈”。
年复一年，虽然访谈对象逐渐年轻化，但在学术层面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由此形成了对艺术史学
的必要补充。
在《中国书画*出版100期后，我们以丛书的形式，将这些文章以刊出的时间为序，归类辑集。
丛书取名《放笔丹青》、《放歌丹青》等，通过“笔”和“歌”对“专业性”和“文化性”作细微区
别，给读者一个阅读与审美上的引导。
每本书所陈列的各位大师名家，不以年龄、影响和社会地位为序，而是尊重事实，以访谈发表的时间
前后为序，请读者明辨。
    总体而言，这套“访谈录”丛书，作为书画艺术“口述史”，同书画艺术的史学研究、理论著述、
批评实践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有着独特的学术品质和特点。
访谈、对话，意味着参与者面对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启发状态和审美生成境域中进行探讨、展开，或
失之严谨却富有灵感，或缺乏学术规范却多有鲜活性和真实性。
钱锺书有云：“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相比于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访谈、对话似乎更接近于学问的本质。
况且，在人类文化著述的源头，很多重要的著作都是以对话、口述以及将对话、口述记载下来的形式
完成的，孔子、司马迁、柏拉图、荷马或者他们的弟子们都做过类似的工作。
    这套丛书内容广泛，涉及近现代及当代书画艺术领域许多备受关注的话题，诸如创作、研究、批评
、教育、市场、展赛、媒体、海内外交流等等。
由于参与者都具有当代书画、文化领域亲历者、思考者或创造者的身份和责任感，访谈中所涉及的话
题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全新的建树、更深入的开拓。
以往书画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大多遵循着以历时性为经、以创作成果为纬的研究模式，假若学者们能
同时将这些对话所涉及的话题创造性地吸纳，或许能探索出一种更加丰沛、细腻、翔实的多视角、立
体化的书画艺术史学写作模式。
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丛书所收录的内容，既可以给予当下书画艺术史学以原创性的启示，也为之提供
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当然，这套丛书对于当代文化事业的意义和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历史地看，20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命脉因种种缘由日益疏远，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几成
绝响。
失却了文化传统、文化精神，这是国人最深沉的遗憾。
然而，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也感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传播强力，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实
现我们社会文化现代化，又要寻找接续文脉、存续传统的契机与可能性，成为当下有文化良知者共同
的意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从未间断，即是最显著的体现。
诚然，书画艺术仅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当代书画创作者、研究者在传统文化的“涅粲”中，或
许也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如果缺少了他们，势必也会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某一方
面的缺憾。
这也是编辑出版本套丛书更为根本的考虑。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个系列名为《放影丹青》，在辑“口述”的同时结集名家“老照
片”，对“口述史”进行必要的形象补充。
相比之下，这些“老照片”是更为生动直观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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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画”里，不言自明。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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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往书画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大多遵循着以历时性为经、以创作成果为纬的研究模式，假若学者们能
同时将这些对话所涉及的话题创造性地吸纳，或许能探索出一种更加丰沛、细腻、翔实的多视角、立
体化的书画艺术史学写作模式。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书画经典系列丛书”所收录的内容，既可以给予当下书画艺术史学以原创性
的启示，也为之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这本《放歌丹青(中国文化名家访谈录第1卷)》(作者康守永、薛晓源) 是其中一册。

《放歌丹青(中国文化名家访谈录第1卷)》包括了《书法的本质是表现中华文化的“精气神”——周汝
昌访谈录》；《一代名家不数人——冯其庸访谈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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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守永，《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薛晓源，范曾先生弟子，现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放歌丹青（第1卷）>>

书籍目录

书法的本质是表现中华文化的“精气神”——周汝昌访谈录 
平生所好是书画——徐邦达访谈录 
生活就是艺术——王世襄访谈录 
一代名家不数人——冯其庸访谈录 
感恩艺术——韩天衡访谈录 
画史疏凿别清浑——王伯敏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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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您觉得目前在我国，对书法的学习教育．对学生写字方面的训练还有哪些问题？
    答：我离开学校包括我做学生、我教书已经很长时间了。
说句闲话，我在高校不是教中文，而是外文、翻译，但我学书法和这些是并行不悖的。
虽然我是学外文的，可我从5岁开始就有意识地学书法。
我在大学读西语系，而我同时翻阅的是线装书，这事人们当时看着非常奇怪。
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所以学外文，是因为我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不可一日或离的，我学外文不
是要把自己装成个洋鬼子，我是为了把外文学好以便介绍我们中华文化。
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现在听起来似乎是闲话。
不然！
这代表了我人生治学、求知的路子，我学外语不是为了镀金，变成一个洋学者，而是为了介绍中华文
化的精华，主要是中国历史、中国文艺理论、诗论、文论、艺术论⋯’‘艺术论中当然就包括书法，
所以您看说来说去是一回事。
对书法的教育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书法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不是我们谈一谈就可以的。
实践问题，小孩子就要靠老师来指导。
然而今天的问题不在小孩子，小孩子一落地天资就好，我们不要低估小孩子的天赋。
我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恐怕还是集中在老师身上。
今天中小学的老师，他们受教育的那个年代何曾有人重视书法？
！
第一个问题，他们懂不懂书法？
第二，即使对书法有兴趣⋯⋯书法是非常复杂的，路数、流派、传统的师承、家学，那种教条，又复
杂又顽固。
怎么叫顽固？
如果他教学生写字时笔就得这样(僵死的书写方法的示范)，一点儿都不能歪，这样写出来不就是用火
柴棍儿摆的字吗？
其实中锋的力量太大了。
孔子日，有中庸，有中道，不能歪斜。
这对，这是说道德，讲思想，谈人品。
但写字时运用我们的伟大创造——毛笔，本来就是要活起来。
我们说笑话，从清代康熙、乾隆开始，西洋进贡奇巧好玩的东西，其中就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
机器人)，你打开机关他就能够写字——“天下太平”。
那算书法吗？
我就用这个方式来回答您的问题。
教小孩子写字，第一，中锋；第二，笔力。
就是说把一个活的美术实践出来，否则就变成了一个死东西。
凡是中华文化最深刻的精髓，都集中在一个“活”字。
“活”不是胡来，也不是毫无规律。
你看中国的艺术，这个人不动，你一看却神气活现。
古人画龙i龙画出来不是死的吗？
不，古人对这种艺术的理解，不能点睛，一点睛龙就飞了，这是神话吗？
不，是“活”，笔是活的，人的精气神寄托在画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命给了怍品，它也是活的。
中华艺术最精、最好、无以名之的理论、认识水平都在这里。
西方不然，西方是象形，逼真，油画是用小刷子堆颜料。
这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它产生的工具、认识、理论，一切都是有分别的。
我们不是说西方的不好，人家有人家的特色，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自己首先要明确认识，否则谈什么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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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就这么乱七八糟谈了一堆，归到您的问题，今天教小学、中学书法的老师他怎么认识、怎么
教，老师对书法的理解以及功用、意义如何看，我认为恐怕都成问题。
我不是看不起老师，不是那意思，而是说老师要有自己的学书历程。
当时他怎么看待书法，今天自然而然要传给小学生。
那我们怎么解决？
教育部门可以发一纸指令，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
现在我说一句心里话，寄托干你们众位极大的热诚希望，你们要做工作，这种工作太有意义了，当然
也不是三朝五夕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一定要坚持，要提起兴致、热心，这个活儿我们要干！
它有人支持，有人尊重！
这是我的心愿。
    问：您觉得目前书法界存在哪些问题？
    答：成名成家的，包括我的老前辈不敢妄论，否则就太狂妄了。
我谈一下我所见的，不知名的中青年的现实问题。
现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很多，我虽然眼坏了，但也还是要看。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是认识问题，说是要创新。
好了，从来没有人反对，我本人的理论您大概也看到过，我为什么崇拜王羲之，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偶
像，我把所有王右军的资料都看遍了，最后我一看，在他以前，逐步的进化、发展，到他这里就达到
了一个里程碑，这是个什么问题？
用笔，他把毛笔的功用、功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级阶段，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您听我这个话，我是赞成创新，还是一个守旧派呢？
很分明！
王羲之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创新，在笔法运用上的创新，比秦汉那个时期简直丰富极了，兰亭的每一个
字、每一笔都不同，大有变化。
再看他的前辈，如钟繇，一看那几个仅存的标本，如《宣示表*等，比一比，一目了然，那个运笔就
很有限度了。
但是，今天事事都号召创新，别的界创新没有问题，科技更上一层楼，日新月异。
我指的是艺术，特别是书法怎么创新，第一不要有错觉，说我标新立异，老一套都陈旧，我提起笔来
，肆无忌惮，这叫创新吗？
我不承认。
新者何也，母亲生一个婴儿“新”，这个“新”是从母体里出来的。
王羲之的书法再新也是从前人的大发展传承过来的。
从篆书到汉隶—下子铺开，运笔是不一样的，一是精气神，二是书写态度，三就是工具运用。
这是很分明的，每一个创新都是从母体里出来的。
今天的创新，拿起笔来生造，离奇古怪，我们看了都不知道是从哪来的，这不是创新，这是怪物。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创新认识要正确，你要有来历，你对来历下了极大的功夫，天天临池，日积月
累，精熟了以后不用创，“新”自然而来。
你看哪一个书法家和前一个一模一样，要是完全一样就成复制了。
第二个问题，归结到我的拙论，就是不知道用笔，有墨无笔，画的是墨字，他不会使毛笔，提笔、行
笔、入笔、转折，笔画里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是写洋文的，字写出来是死的。
写草书看起来好像飞舞，可老是那样，笔画粗细、转折用笔没有换，就是一个画，只不过是外形变了
。
我认为当前书法界就是存在这两大问题。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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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书画经典系列丛书”内容广泛，涉及近现代及当代书画艺术领域许多备受关注的话题，诸如创
作、研究、批评、教育、市场、展赛、媒体、海内外交流等等。
由于参与者都具有当代书画、文化领域亲历者、思考者或创造者的身份和责任感，访谈中所涉及的话
题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全新的建树、更深入的开拓。
    这本《放歌丹青(中国文化名家访谈录第1卷)》是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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