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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绘画的教育有其一贯的传统，绵延数千年。
五四运动之后，西风骤起，西方美术教育对中国绘画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绘画教育渐渐地完全纳入学院化教育体系，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国的中国
绘画教育有两大变化十分明显。
从过去的师承口传的方式转变为系统规模的教育，从松散经验指导转变为规范标准的课件，把中国绘
画教育的私秘性变成社会化教育。
尽管学界有不同看法，但大方向大家都是肯定的，中国绘画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修养因此得以更广泛的
传播和弘扬，而专业教材的编纂和使用也成为中国绘画教育的重要助手。
　　本教材的作者都是长期在一线教学的专家教授，他们丰富的教学实践和经验为本套教材的编纂奠
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时，还注意在教材中将知识点和动手能力结合起来，把课堂教授和自我阅读联系起来，形成学生在
课业结束后，本书仍有价值伴随学生继续前行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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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论部分　　第一章　山水画理论名家　　一、宗炳　　宗炳（375—443）字少文。
南朝宋画家。
南阳涅阳（今河南镇平）人。
宗炳早年游历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结庐衡山。
后以疾还江陵，叹日：老病俱至，名山恐难游遍，故图于壁，坐卧对之，可谓“卧游”。
著有《画山水序》。
其主要论点有：　　“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
”　　“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
”　　“今张绢素以远暎，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
竖划三寸，当干仞之高；横墨三尺，体百里之迥。
⋯⋯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
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
”　　圣人，他对天地人生万物有通透的领悟，他顺自然而行，虽然天行健，四季轮转，人事逆转顺
向，欢喜又复悲愁，他都能自强而顺应。
他的顺自然而行，体现了自然变化，天地承复流衍的道。
圣人能体味自然的运转，也即自身生存的本质，他的处事行为是道的原理的体现，故日“圣人含道应
物”。
　　圣人与天地同化，而贤者与天地互生。
贤者有才德，澄清自己，排除不必要的欲念，安静地体会自然万物干变万态中本质的外在现象，从而
思维清晰而能勇于处事，故日“贤者澄怀味道”。
　　千年之前的事物，都已过去了，其曲直都早已不存，但是非仍在，后人自会心领；有语言说不清
楚的，可以神会于书策之中，虽然都是与眼前情况及外观不同的，但是事物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能透过外在体会本质，也正是山水画的宗旨。
　　张绢素于墙上，画家应象是从远处作散点透视，这样才可以画出山水的全貌，竖画三寸，有山上
、山下的不同，横墨三尺，有从一个山头到一个山头形态的不同。
山上视点、山下视点，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的观点，是散点的，而观赏者，当视线移动和关注每一
个点的时候，其过程又体现了时间的存在。
这种漫游式的观赏过程，令观赏者似进入真情实景之中，感悟到山的庄严、水的无畏，从而体会到自
然的力量和山水中存在的远古气息。
虽然观画时只是对着画中的景物，但心领神畅何需多余的提示呢？
山水的本质需要寄托于山水的外貌而令人感悟其存在；本质的能量，凭借这种感悟浸淫人的心灵神经
，从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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