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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山水画教程》是我40多年的学习和教学心得，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L件话》、《
实践论》，《矛盾论》三本书的精神来指导实践的结果。
1983年为了函授教学的需要，本《教程》曾由鲁迅美术学院内部印成四册出版。
图谱都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制成的，过去的作品已荡然无存了。
当时急于教学之需，边写边印，难免有些粗糙，错误之处很多，这次出版一一订正了，并尽量做到科
学性和系统性，力求通俗易懂。
学画，一要有先生指导，古人云：“法乎其上，仅得其中”。
名师指导是重要的；二要多思考，多问，从读书中得到教益和启迪；三要勤奋，多实践，包括生活和
技法两方面，悟开窍了是件不容易的事，一开窍就迎刃而解了。
绘画是门科学，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走捷径，更不能急功近利。
要一步步地攀登，来不得半点虚假。
学画先学做人，人品与画品是分不开的。
风格是自然形成的，是生活.技巧、修养的总和，水到渠成。
不能坐在屋子里糊涂乱抹，变戏法，碰大运，初学者少去研究特技为好。
要老老实实一笔笔去画。
学习中国画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一、临摹；二、到生活中去；三、创作。
初学不免带有一种模仿性，这不要怕，到第二、第三阶段就要逐渐有自己的东西了。
铁杆磨绣针，功到自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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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恩同教授，1923年11月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南台乡驼龙寨村。
满族，祖姓舒木鲁。
　　自幼酷爱绘画，无师自学。
1946年入辽东学院学习西画；1948年入东北大学美术系学习；1950年为鲁迅文艺学院研究生。
毕业后，在鲁迅美术学院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
　　他主张艺术源于生活，作品要有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生活气息，尤其注重地方性和乡土味的表
现。
为此，他曾10多次上长白山，并经常深入生活，去探索自己作品的理想境界，锐意创新。
其作品风格清新、、秀美而又雄浑、磅礴，有浓厚的东北特色。
　　主要山水画作品有：《长白飞瀑》、《英纳河畔》、《雨后闾山》、《千山飞雪》、《松江之源
》、《长白林海》、《一曼小屋》等。
　　近年来，曾在北京、日本、新加坡展出。
其中有些作品为全国各大博物馆收藏。
　　孙恩同教授所著《中国山水画教程》一书，是作者多年来艺术创作和教学实践经验之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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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中国历代山水画图例用具材料桌上布置笔墨技法笔墨技法与执笔法图例画树技法画树技法图例古
人画树技法图例画山石技法画山石技法图例水、云雾、点景、点草技法画水技法图例画云雾技法图例
点景技法图例点草技法图例临摹技法临摹方法步骤图例古典山水画学习参考图山水画构图款识山水画
色彩山水画色彩技法图例山水画色彩技法参考图山水画写生山水画写生图例山水画创作《一曼小屋》
创作散记《一曼小屋》创作稿。
素材山水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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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我们祖先在生活、生产斗争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遗产极其丰富。
它是我国的文化艺术宅藏，也是世界文化艺术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绘画艺术，早在石器时代的各地岩画、陶器上已经露其形迹。
商周时代，绘画已经成了社会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上层建筑。
庙堂、宮室以及陵墓都有壁画作为宣传和装饰之用。
晚周以至秦汉，不但壁画广为流行，帛画也相继出现。
近来发现不少西汉墓葬（长沙、山东、河北、洛阳、辽阳等地）中有壁画存在，长沙楚墓与马王堆等
地出土了晚周和西汉的帛画。
在这之前绘画多是以神话、历史故事之类为内容的人物画。
山水画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画种。
随着历史的演进，绘画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卷轴画和山水画。
现存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女史箴》等图卷，虽是唐宋时代的摹本，也可以窥见当时绘
画形式与内容之一斑。
从典籍上看，当时出现了宗炳、王微这样的山水画家，而且还产生了讨论山水画法的理论文章。
如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梁元帝的《山水松石格》，宗炳、王微的《画山水序》、《画叙》等，
还有南齐谢赫的六法理论。
这些画论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大固然难说，但总可以看出山水画在当时确已有了地位。
从遗迹上来看——不论敦煌石窟的北魏壁画还是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当时的所谓山水画实际还
没有脱离人物画衬景的范围。
正如唐朝张彦远所指出的“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
状，则若伸臂布指”。
　　唐代以前由于佛画盛行，所以当时人物都是为政治、宗教服务的，南齐谢赫说：“图绘者莫不明
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唐张彦远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
⋯⋯”唐以后的绘画渐渐脱离政教之实用，而有自由发展之趋向，山水画也逐渐兴起。
当时著名的画家有吴道子、李思训及其子李昭道，还有大诗人兼画家王维（著有《山水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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