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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健敏告诉我,他收集了我过去二十几年间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艺评，觉得有些观点值得给喜欢艺术的年
轻朋友们参考。
我略有犹豫，因为在副刊发表些谬见是一回事，结集出书是另一回事。
我不是专业艺评家，所写所论值得出书以供流传吗？
转而一想，健敏是很认真的编书人，经过他的手，去芜存菁，配上图片，加上注释，说不定还有些阅
读的价值。
想到这里，不期然的就答应了。
回顾过去。
居然写了那么多艺术评论.连我自己都有些讶异。
提笔就写艺评，对于一个外行人的我来说似乎没有多大困难，原因是我在学生时代自修，读的就是英
美杂志上的建筑评论。
后来办杂志、写文章，都是这样历练出来的。
在美留学期间，读了一些艺术史的著作打发时间，做成摘要笔记备忘，同时用心思考，我习惯于在笔
记上写下很多个人的意见。
回国后，属于建筑方面的，大都写成文章发表，后来多已结集出书。
属于艺术方面的，则因不是我的专业，没有发表的想法，也没有机会，只是平时与朋友们聊天时的材
料而已。
70年代，乡土运动中，艺术界发现了洪通与朱铭。
这时候，在政府尚不知所措时，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当时的主编高信疆，就准备大事
张扬一番。
他喜欢标新立异，我是他的文字打手之一。
恰巧遇上《艺术家》杂志要为洪通开画展，他就指定我开打。
我看了在杂志社展出的作品，觉得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回家就翻翻资料，花了两个晚上，写了几千字
，信疆很高兴，在“人间”用了整版刊登出来，这就是那篇《化外的灵手》的来龙去脉。
后来这个篇名还成为时报出版公司一本集子的书名。
不久之后，在信疆的安排之下，我又为朱铭写了一篇，使我自己陡然间成为乡土艺术的推动者，与我
在当时努力推动的台湾传统建筑保存站在同一战线上。
可是我总是艺术的局外人，信疆不挥旗子，我也不会主动出击，他离开“人间”，我就不再充当风潮
的鼓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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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名学者汉宝德，以其沉浸艺术数十载的功力，通过此书畅谈7位饶富有特色的艺术家，解析他们的
书法、建筑、设计、雕刻和抽象艺术等不同类别的创作。
　　对于艺术的境界与美感，汉先生有其独到的见解，从洪通绘画的魅力所在，董阳孜的书法如何与
建筑艺术辉映、水墨画中的中锋用笔、抽象艺术的生命力，到阮义忠的摄影，陈其宽的建筑，汉先生
以流畅的文字风格，深刻洞见的观点视野，引领读者进入艺术界的繁华胜境。
　　全文搭配详尽注解与大量图片，为读者带来一场艺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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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名片一〉〉〉建筑界的大佬：在台湾建筑学界的地位，比拟起来，应该是大陆的刘敦桢（1897-1968）
加上童隽（1900-1983）。
    
　　名片二〉〉〉文字打手： 曾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开辟专栏。
因其介绍捧红台湾乡土艺术家：洪通和朱铭。

　　名片三〉〉〉社会活动家：学者、大学校长、建筑师、自然科学博物馆和宗教博物馆馆、台湾“
总统府”国策顾问、作家。
学术界、教育界、建筑界、博物馆界、政界、文艺界六栖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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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出入艺术与建筑之间　　　　化外的灵手——洪通的画作　　　　　斧凿神韵——朱铭的雕
刻　　　　　　创造与游戏之间——袁旃的绘画　　　理性的美感——胡宏述的设计　　　　手式的
沉思——阮义忠的摄影　　　　书中有画——董阳孜的书法　　　　　情境的建筑——陈其宽的建筑
　　　　国画中的“中锋”　　　　　　　　　　书法是生动的建筑　　　　　　　　　建筑是立体
的书法　　　　　　　　　与怀硕论抽象　　　　　　　　　　　隐藏的动力　　　　　　　　　　
　　明星制度与艺术品的灾难　　　　　　编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宝德谈艺术>>

章节摘录

插图：前文曾提到圆笔宜于描写中间景深。
而扁笔宜于近景与远景，这是在写实主义盛行时期的情形。
但是在宋代，国画的思想界在开始突破写实的境界，试图表达意念的时候，景深所代表的意义就被提
示出来了。
沈括在批评李成的画时说，“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
”接着他提出，如果画真山，则自下望上，只看到一重山就看不到溪谷；如画院落，则只看到前面，
庭院与后巷也看不见了；看到的山都是远景，“似此如何成画？
”他指出了两种观念：第一，绘画不应该是纯粹的写真，如写真，则因透视的关系，只有近景与远景
。
第二，绘画要自上视下，把视点提高，如观假山，就可掌握山水气势变化之境界。
他批评李成习用平远法，是缺乏“天趣”。
在他的心目中，在中层的景深范围内，自上下视的山水才是正道。
这正是元代以后中国绘画发展的方向，绘画所表达的才情是一种山水环境的臆造。
他们喜欢董源，不过因其作品观点较高，但仍不够高，理想的表达方式是减少近景的特写与远景的朦
胧的山形，使层叠的山岭，奔流的泉溪，均在可见而又不能细看的距离之内。
这就是国画中不重视透视的原因。
臆造的自然在今天看来好像是很荒唐的事。
其实不然，我们要记得理学的思想带来的影响。
画家先通过观察、体会山川的精神，抓住了一个事物之理字，然后心领神会，落笔就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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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建筑师写的艺术书。
作者汉宝德的著作丰硕，关于文物者，有《风情与文物》、《收藏的雅趣》、《真与美的游戏》等书
；就博物馆学，有《博物馆管理》、《展示规划理论与实务》、《博物馆谈片》等书；针对时事，有
《门墙外话》、《都市的幻影》、《不耐平凡》等书；关于美感，有《汉宝德谈美》、《谈美感》、
《如何培养美感》等书；从诸多的出版品可知涉及的领域不单限于他的建筑专业。
攸关艺术领域，早于1961年汉先生就曾翻译英国艺术评论大师赫伯特·里德的《雕刻之艺术》，赫伯
特·里德是结合社会主义理论的英国现代艺术重要推手，2004年英国伦敦泰德美术馆举办盛大的研讨
会彰显其学说与贡献。
汉先生主张建筑与艺术不能脱离社会，“我深信建筑或艺术不应该是神秘而又高贵的东西。
它们都是人类的造物，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社会服务”，在汉先生所著的《化外的灵手》一书自
序如是说。
汉先生所撰写相关于艺术的文章其实不少，《化外的灵手》收录了数篇，唯《化外的灵手》大部分是
传统建筑的文章。
由此显现汉先生众多出版品中缺乏专注于艺术之专书，这是促成我编辑本书的缘由之一。
汉先生在本书的自序中提及我未针对陈其宽的绘画，胡宏述的绘画等文编入本书中。
有关陈其宽的绘画。
1995年帝门艺术教育基金会举办第一届艺评奖，汉先生所撰《自眼界到境界——看陈其宽的艺术》获
奖；1996年胡宏述在台中市省立美术馆举办油画展，汉宝德撰《云山水气之美》一文评介。
事实非我有所偏重或偏爱，我的初衷是希望针对不同领域，专注于绘画、雕刻、设计、摄影、书法与
建筑等艺术创作。
秉持每个领域编选一篇文章为原则，避免重复.所以不得不将前述两篇攸关绘画的文章割爱。
本书有两篇论及书法与建筑，因为写的实在太好，我想何时再有机会能编一本汉先生的艺评书呢？
所以特别不愿割舍而收入。
相信读者阅毕也会有同感，钦佩汉先生出入艺术与建筑它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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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或隐患——对物质、技术、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
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追求被忽视、冷淡、挤压、驱赶。
这样发展下去，人有可能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动物和功利性动物。
因此.从物质、技术、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成了时代的要求和呼声。
　　——北京大学教授 叶朗学校和家庭教育，重视理性教育，却忽视情感与感性教育。
学科性知识教育不断加强.心灵教育却逐渐弱化。
在儿童早期，非认知能力与情感能力才是最需要重视与培育的，而音乐、美术等艺术感官刺激，能使
孩子静下心来，潜移默化使其养成倾听、观察的习惯。
但讽刺的是，这与时下的教育评价体系不相协调。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周荫昌当下，社会上功利主义盛行，审美情趣堕落，通过艺术教育提高
学生的审美修养，培养鉴别和鉴赏能力，任重而道远。
艺术教育对广大青少年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青少年的审美和艺术修养；二是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三是更切实地落实素质教育，激发他们的创新
意识，调动青少年的潜能。
　　——北京大学教授 彭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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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宝德谈艺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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