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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云（1910-1993），又名药城、侠尘、号红翁、克药、大石山人、斋名人大石斋、浙江杭州人。
先后任新华艺专、上海美专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中国协会理事
。
    “与大师谈艺”是一个口述系列，记录了谢稚柳、唐云、程发、陈佩秋艺 术实践的体验和感受。
我和他们交游数十年，或看他们伏案作画，或是天马行空式的交谈，对他们可谓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了
，从而渐渐悟到他们纸上行笔、用墨、用水、用彩的不同，是来自他们内心的体验和感受的不同。
我想由他们“自说自画”一番，把内心的体验和表现出来的艺术作一次重新融洽，不是比别人的评论
更好吗？
由于有着这样的潜在动机，他们言之无意，我听之有心，所以就形成了“与大师谈艺”这样的口述系
列。
    中国绘画的理论多发端自画家的体验与感受。
顾恺之的“传神论”可谓是中国绘画理论的成熟之作，起始画女于壁，虽“四体妍媸’，但“亡关于
妙处”，不甚生动，后忽有所悟“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这个）之中”，绘之于墙的人物就变活了。
后人易“堵”为“睹”，意思相通，其他如“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妙想得”，都是从他的体验
中来。
南朝宗炳凡游历皆图于壁，以作“卧游”之乐，“澄怀观道”，“澄怀味象”，“万趣融其神思”，
他非常感叹“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这种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了内心的体验，提出了“
畅神”之说，成了山水画论开山而又成熟之作。
谢赫综合“传神”、“畅神”之说，提出了“六法论”，使中国绘画理论达到系统化完整，但自身的
体验远不如顾、宗二位来得深刻。
    谢稚柳极为赞同“眼高手低”之说，他认为绘总是眼高于手，才能推动手的提高。
顾恺之的“传神”、宗炳的“畅神”之说，标志着中国绘画的理论高峰，他们的绘画能否称得上艺术
高峰，那就有待讨论了。
但是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唐宋绘画走向高峰，这是无可置疑的。
晚唐的张璪还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还在追随顾恺之、宗炳，仍然在重视体验，做到主观与客
观的结合。
可以这以断定，没有魏晋六朝的“眼高”（理论），中国画的高峰可能要晚些时候出现。
自元以后，中国绘画走向衰微，除了技巧的衰落，我想更为重要的是画家对体验的疏远，或是内心浅
薄造成的。
    “与大师谈艺”四种，所注意的是挖掘老画家的体验，他们的画凤的演变，不只是技巧的变革，而
是随体验的深入在发生变化。
画家的体验作为绘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被人们忽略了。
我生性迟钝不敏，对名家所谈理解肤浅，只能做到他们谈啥我就记哈。
这里所记只不过是他们所谈之万一，疏漏多多，记错也难免，敬请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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