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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山魁夷是著名的日本风景画家，也是著名的散文随笔家。
他的绘画和散文既反映民族的审美情愫，又具有现代的文学艺术风格。
他孜孜不倦地在文艺领域，探索着日本的美、东方的美。
    作为日本画家，东山魁夷在创作上，从运用西方色彩开始，吸收了许多西方画的特色，同时又不断
地探索日本的美，创作出许多反映日本民族特色的作品。
他是日本风景画家，他热爱大自然，尤其倾心日本的大自然——海和山；他观山与海，寻找大自然的
生命，仿佛切身感受到它们的气息和搏动，深刻地把握自然，直观对象的生命。
他的画，是大自然的艺术再现．他从画北欧的森林写生画开始，到画京洛四季的风光，然后将精力集
中在日本古老文化的故乡奈良，汲取精神力量．创作唐招提寺隔扇壁画，继而又涉猎中国水墨画的世
界，画了许多美的中国自然风景，为日本绘画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东山魁夷先生的散文创作有《探索日本的美》、《与风景对话》、《听泉》、《我遍历的山河》、
《我的窗》、《白夜之旅》、《德国纪行》、《北欧纪行》、《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等。
他的散文如其画，很美，也很有日本色彩。
他作画著文求美之心，体现在他对日本民族的性格、日本美学的渊源及其特质，既有肯定的一面，也
有批判性的思考。
他从憧憬西方绘画开始，最后在东西方绘画和画论的比较中，表现出一种对日本古典传统的向往，一
种对日本风景的倾心，一种对日本美的爱心。
他探索日本美的方法之一，是通过体验与日本文化素质迥异的西方文化，并与之进行比较，同时通过
东方和西方绘画的精神、形式、色彩异同的感受，来进一步认识日本和日本文化，在这个基础上不断
捕捉日本的美，并在东西方文化的接合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东山魁夷本人在散文《水墨画的世界》一文中就说过：    我体内夺米就存在着对立要素的两个世界，
说也奇怪，这两个世界竞能维持着紧暴的关系及至现在。
在许多情况下，对任何人来说，也许这都不是什么特别珍奇的。
然而，却决定了我所走的道路。
由此看来，也可以认为它有点异乎寻常。
我体内经常反复地出现感觉的世界与精神的世界的对立和融合，我觉得由此而产生的紧张，就成了我
进行创作活动的原动力。
    这正是东山魁夷探索日本美的出发点。
东山魁夷探索日本美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深刻体验“对立要素的两个世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断
地捕捉日本的美。
也就是说，东山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对乡土炽热的爱，以及对东西方亲切的感情的基础上的。
他在选择汲取对方艺术精华的时候，首先他强调的是明确地把握住日本，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将其
根植在日本的土壤上。
在散文《心镜》一文中，他就强调生育他的“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的夏日风景，是平凡的，
然而却是洁净而清澈的，传递着生命的根本⋯⋯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
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这是千真万确的。
”    正是这种“生命的根本”和“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保证了东山接受外来绘画的影响，而不失日
本画的特质，他的创作始终不渝地坚持日本传统的主体，不仅感受传统日本画的技术性的东西，而且
挖掘日本人传统精神的根源，特别是感受其痛苦与悲哀，以人生为主轴来思考问题，将传统艺术的精
神性与现代艺术的世界性相结合，并取得了成功，从而创造出一种既是传统又是现代的新艺术。
简单地说，其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始终保持着“大和魂”、“大和之美”，即始终怀着一颗对日本美的
爱心，一颗炽热的日本心。
日本文艺评论家吉村贞司在与东山魁夷对谈东山的艺术道路时，就概括地说：“对艺术家来说，倘使
安于全盘继承日本画，一定会被时代所遗弃，这无异于死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的情愫>>

反之，倘使全盘吸收西洋画，一定会全然失去作为日本画的特质。
过分冒进不行，过分保守也不行。
我想：日本画家必须背着十字架来创造自己的艺术。
”    东山魁夷以画风景画见长。
他作画，不仅把握自然风景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握其根源的生命。
他把自然风景看作生命的整体，自己也包含其中。
他感觉到自己的心与自然的心是相通的，是无间地融合在一起的。
他对自然风景的观察，不仅停留在表面上，而且达到了相当深的心灵交融的地步。
即他通过自己的眼睛获得了心灵的感知，将对自然的感动作为其创作的感情基础，从而发现美的存在
。
因而，他作画不囿于题材的特异性和构图、色彩及技法的新颖性，而着重追求朴素而根本的令人感动
的东西，以及紧紧地把握住对象的生命。
所以，他在《心镜》一文中写道：“我们认识风景，是通过个人的眼睛而获得心灵的感知”，“要让
心灵深深感应风景”，“没有人的感动为基础，就不可能看到风景的美”。
他绘制的优秀作品《山灵》、《树魂》、《青响》等就是他这种风景观的艺术实践。
    因此，东山在散文《与风景对话》一文中，就非常强调画家要重视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去感受日
本风景所拥有的微妙的神韵，然后才能与风景相呼应，与自然心灵相交融。
他还曾说过：“由于我深深地、深深地将自身沉浸于自然之中，因此能看到自然微妙的心灵，也就是
我自己的心灵。
”所以，他画海，在观察大海的时候，自己与自然和谐而生出的朴素的净化了的心灵，与海的心灵一
起搏动，混成了一片。
他画海，就让入感受到海充满了人的气息，是入的心灵的象征。
他为纪念我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在唐招提寺所作的隔扇壁画《山云》、《涛声》，就体现了这种“
与风景对话”的精神。
画家为了完成这幅二十六面的壁画巨作，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踏足从青森县到山口县二千余公里的
日本海岸线，以及从信浓、飞弹到北陆内地的高山，让自己的心灵遨游其间，用心灵去感应这个变化
万千的海与山的大自然的美的灵魂。
画家还历访唐招提寺，冥冥地坐在御影堂宸殿厅，回忆和体味鉴真和尚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直到
自己完全透彻地理解了，彼此的灵犀相通了，就自然渐渐地浮现出画的形象来，最后终于完成这别具
一格的艺术精品，将东山魁夷的绘画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东山画之美，其构成是包含着日本传统美结构的“幽玄”的因素，其审美情趣是追求抽象的玄思，
虚、空、否定之肯定。
画家经常强调美是存在于“无我”之中，他把万物都看成是“虚妄”的。
所以他一旦面对大自然，自己就忘却一切，保持纯粹的自我，甚至舍弃自我。
他说过：“如果大自然和自己之间介入了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有多好，结果似乎都会削弱对大自
然的直接把握。
”他还说过，天地万物的存在．是同生存在无常中的宿命紧密相联的，所以只有舍弃自我，才能把握
真实。
缘此，画家观景写生，首先净化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达到无我之境，就可谓“心中万般有”了，这样
才能发现自我之外的自然之真实，创造出美来。
他画的《月篁》、《月明》描绘月而不画出月本身来，只绘画了对月光的感觉，让人通过月光的美来
感受没有描绘出来的月，并从中感受到月之美的存在与发现的愉悦。
这不正是画家纯粹的无我之心与月之心的微妙呼应，交织在一起才能够绘画出来的吗？
    《山云》、《涛声》画了云雾缭绕的山，以及波涛汹涌的海，从右至左涌向坚固的岩石，拍打起无
数的浪头，然而整幅画面却又深深沉浸在宁静中，表现出它们的旺盛的生命力。
东山魁夷在散文《山云》、《涛声》总结这一艺术结晶时指出：“山云不是根据云自身的意志而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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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也不是根据波涛自身的意志而发出涛声的。
它是通过发自生命根源的引导，根据宇宙根本的东西在活动着，不是吗？
”他又说：《山云》、《涛声》是一种纯粹的感动而完成的。
纯粹的感动不是靠意志所能获得的，只有目睹大自然的最好状态，才能产生激情，并将激情保持到最
后。
可以说，这是东山的绘画之所以很有生气、很有精气，洋溢着强烈的生命感之所在。
    他的《路》，画的也不是现实风景的路，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生之路。
这条路以苍穹为背景，竖躺在矮草丛生的山冈上，笔直而迟缓地向上延伸，刚刚稍向右拐，路便在远
处向画面外朦胧地消失，变成一条若有若无的线，仿佛路就存在于“无”——无限的“无”中。
可以想象这是路的继续，无限的延伸。
画家将复杂的大自然景物归纳得如此简练，除了路、山冈的草丛、苍穹以外，画面上压根儿就没有任
何实际存在的东西，人们从这无限的“无”之中，对这条路的感觉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烈，更加充实。
这样《路》的画面反而流溢出一种特有的沉静的感情，路与路左右两侧的草丛明显又柔和的接壤处，
还充满了细腻的情趣，给人一种独特的艺术美的享受。
东山魁夷在《一条路》一文中解释说：“人生的旅途会有许多歧路⋯⋯与其说是我自己的意志在驱使
，莫如说是一种更加巨大的外在力量驱动着我。
这种想法至今未变。
但在我心中早已培育了要走这条路的意志，所以才形成这幅作品的吧。
可以说，我的心灵一旦平静，我的方向也就相当清楚地固定下来了。
这条路，既不是明朗的骄阳普照的路，也不是笼罩着凄惨的暗淡阴翳的路，而是一条在清晨的微明中
，平静安详地呼吸着的、坦荡的、自由自在的路。
”人们赏画《路》和读他的美文《一条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东山魁夷的人生观和自然观、审美观
也跃然其中了吗？
    东山的自然观体现在对春、夏、秋、冬季节变化的感受中。
他在《大和之美》一文中说明，“自古以来，人们对季节感怀着极大的关心，深切地注视着、观察着
大自然的变化。
春天萌芽，夏天繁茂，秋天妖娆，冬天清净——我们日本人早就在佛教传来以前，不就已经在观察这
种大自然变迁的世故，并且切肤感受到人的生死宿命及其悲喜了吗？
”正是这种感情，让东山把握住大自然的生命，直感地捕捉自己内心深层的东西，从而在艺术表现上
发出了光辉。
东山在《与风景对话》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他要与大自然无问地自觉融合，不仅表面的观察，而且要
达到相当深的地步。
他在《自然与色彩》一文里，就作了这样形象的讲述：“冬天到来之前，树林燃烧起全部的生命力，
将群山尽染，一片红彤彤”，这是表述树木等待冬天所持的达观的态度，以及树木临近“冬眠”之前
所显现的生命之光。
东山绘制的一草一木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千姿百态，就从《春兆》到《春逝》，
从《初夏》到《盛夏》，从《初红叶》到《秋映》，从《冬华》到《冬暧》等画作中，活脱脱地展现
在大众面前。
    探寻树木的精灵，是东山自然观的一个方面。
画家这种对树木的特殊感觉，体现在他的画《树魂》、《树灵》、《树根》、《古树》等上。
人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树木有精灵，画家与树木对话，画家的心灵与树木的心灵相通是强烈的
，又是深厚的。
尤其是《树根》所展现的弯曲伸展的根的张力，造成一个跃动着强大生命力的万木苍然似的世界，是
很有独特性的。
正如川端康成在画评中指出的，《树根》“具有一种魔怪般的力量，一种扎根大地、支撑天空的怪异
的美，是大自然与入的生命的永恒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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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东山魁夷（1908—1999），日本著名画家。
193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34年留学德国。
历任日本画院展审查员、常务理事长、顾问等职。
他在创作上，吸收了许多西方绘画的特点，又不断探索日本的美，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风格，
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对人生的强烈情感。
代表作有《春晓》，曾由日本政府赠送给毛泽东主席；他的《京洛四季组画》、《唐招提寺壁画》等
也是传世名作。
他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探索日本的美》、《与风景对话》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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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景　　心镜　　夏季清晨的风，凉爽宜人。
脚下的青草，被露珠濡湿了。
此刻。
我正鸟瞰刚苏醒的市镇的家家户户。
市镇对面是静静的大海，明朗而开阔。
　　这是在稍高的山冈上。
背后绿色的山峦绵延不断，在西边尽头注入大海。
隐约可见那里一个大岛屿的影子。
　　母亲和男孩站在山冈上。
那个身穿碎白花藏青衣裳的男孩，就是少年时代的我，每到暑假，母亲经常一大早就把多病而带点神
经质的我带出去，攀登这座山冈。
　　我被母亲唤醒，一边揩拭惺忪的睡眼，一边无可奈何地跟着来了。
我感受到从山冈上观赏景致的快活，净化了自己的童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幼时的记忆在心中经过无数次的涂抹，应该成为与原来形态很不相同的东西。
再说，时过境迁，现已面目全非。
然而，仅在两年前，我去神户时，蓦然想起那座山冈，旧地重游了一番。
如今那里经过平整，变成了小公园式的场所，已经看不见当年夏露濡湿脚下草丛的那番景象了。
不过，从这儿眺望，依然是留在我心中的五十多年前的景致。
　　为什么这种景观竟成为永远新鲜的印象而留存下来呢？
当时少年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或许我早已把这种风景当做母亲慈悲的表现、当做生命的源泉感受到了吧，对我来说，这种景
致是永恒的。
　　从孩提时，我心中就萌生了这样一种感受方法和思维模式，即不把自然与人对立，这是事实。
我如实地描画了映在山中小池子里的绿色树丛，并将这幅作品参加了校内的展览会。
这已是我中学三年级的事了。
这是一幅以“静”作画题、在须磨那杳无入影的深山老林里描绘的油画。
同一时期，我还绘制了一幅水彩画，内容是一队送殡行列从白花花的凿开的崖前运灵柩到火葬场，人
群显得很小。
这是我在学校后山附近目睹到的情景。
幅水彩画，我没有让别人看过。
　　这两幅作品虽然幼稚，但它们都是我心中的风景。
这别开生面的风景，是自己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世界相呼应而产生的印象。
少年的我，是被蚕食的未成熟的果实。
可以认为，一方面是以难于违逆的心情凝视着身心不断的病痛，一方面则是在蕴含静静清福的风景中
寻找祈望而获得的拯救。
　　这一年，我只上了半个学期就中途辍学，蛰居坐落在淡路岛志筑镇尽头的孤零零的一幢房子里，
度过整整一个暑假。
要是一般的父母，让孩子到这样僻静的地方，大概会担心吧。
尤其是我的双亲，比别人加倍地溺爱自己的孩子。
　　这里是长期在我家帮工的女佣的家，她那独居而年迈的母亲细心照料着我的生活。
从中学一年级起，每年暑假，我总借住她家数日。
再说，这是因为我的双亲最了解我的性格，我独自一入的时候，可以心情平静。
　　这户人家靠近海，入夜可以听见更加清晰的波涛声。
那充满沉郁而美妙的情调，诱使我进入安详的梦乡。
大海的潮汐，绚丽的光和色彩富于戏剧性的变幻，风和浪不间断地嬉戏，我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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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与我，终日亲切地对话。
　　有时候，风猛烈地敲打着木板套窗。
浪拍击着岩石的海岸，激起高高的白色水花。
这海滨总是温柔而慈祥地包围着我，作为给我带来安恬的风景，留在我的记忆里。
暑期结束后，我晒黑了，显得格外健壮，回到了双亲的身边。
　　应当说，濒临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的夏日风景，是平凡的，然而却是洁净而清澈的，传
递着生命的根本，反映了人心的温厚和善意。
它对于当时行将坠入黑暗深渊、难以对付自己的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地隐
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这是千真万确的。
　　告别了少年时代，尽管有过多次犹豫，但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当一个画家，于是我离开神户，进入
东京美术学校。
上一年级那年的夏天，我和两三位朋友沿着木曾川徒步去野营，经过好几个山村，攀登了御岳，旅行
了约莫十天。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山国的雄姿。
熟悉神户这座明朗的港口城市、适应濑户内海优美环境的我，被山国的严峻的大自然和居住在这里的
人们的生活所强烈打动。
下面是当时的一段日记：　　我们通过麻生这个地方的时候，天已经漆黑。
寻找安营地点时，下起了大粒的雨点。
从地图上香，这里紧挨木曾川，实际上是道路沿山走，距木曾川还相当远。
雨越下越大，闪电仿佛要撕碎杉林，从我们的头上掠过，雷鸣震动着空气，响彻了上空。
完全湿透了的我们，沿着瀑布流泻的山路折回了麻生。
　　途中我们走进一家农舍，说明了原委，请求他们让我们住宿，哪怕住土间也行，身材矮小的老太
婆独身一人，她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屋内有坚固的木桁天棚、乌亮的柱子。
老太婆将我们引进屋里，还给我们端茶送水。
她说，她儿子今晚到附近去排练节目了，要在节目的聚会上吹奏笛子。
不知不觉间，雨停了。
　　老太婆说，这附近没有什么名胜，却有一座公园，她邀我们到外面散步。
这是一个很美的月夜。
所说的公园就坐落在附近水力发电厂的旁边，只种了些许樱树，十分简陋。
但老太婆却显出很自豪的样子。
　　的确，我感到这派月明星稀的山峡景致，比城里的任何公园都美。
夜间的空气清闲，风丝也带着几分寒意。
回来躺在铺上，隐约听见远处传来的排练节目的吹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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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位名叫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家前半生的回忆录，是他的心灵的遨游，也是对作品的自我解说
。
东山的文章如散文诗，奏出了音乐。
　　东山的画给人一种优雅的爱的滋润，一种慈祥而温柔的气氛，而且悄悄地给观赏者注入了透明、
亲切的感情。
　　——川端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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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的情愫》既是一篇篇抒情诗式的散文佳作，又是一篇篇美学论、画论。
可以说，这是东山魁夷绘画历程的写照，是对日本美的思考，凝聚了他的艺术理想、爱好日本美的炽
烈感情以及对日本文化传统的具体探讨的精神，从而向读者展示了日本艺术世界、东方艺术世界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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