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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韶华全集7：呼唤大美》的主要内容包括文论；1艺术价值观和方法论；再论全方位观照；“
在水一方”；答同学问；走向开放；走向现代走向多元；--关于中国画问题的思考；2．文化底蕴与艺
术场；回眸《大河寻源》；90；“荆楚狂歌”展前自白《77抒怀》是长江生活体验的；浪漫回响曲；
大海回响曲；--《大海之子》创意的萌生；120；行成于思；业精于勤；大风吹宇宙--周韶华的美学与
艺术思想初探；殷双喜；横向移植与；隔代遗传；--1998年4月3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追寻大
美；建构盛世文化；--周韶华访谈；答《苏画刊·百年艺术》问卷；从新视角；观照仰韶文化；从梦
想的长江；到文化理想的长江；107；横断山行答客问；《大海之子》组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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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专论 大风吹宇宙——周韶华的美学与艺术思想初探 作者自白 呼唤大美 文论 1.艺术价值观和方法
论再论全方位观照 横向移植与隔代遗传——1985年1月31日在香港 中文大学的演讲 我的艺术观和方法
论 探索艺术语言的当代性 “在水一方”答同学问 追寻大美，建构盛世文化——周韶华访谈 走进中国
画美学思想的深处 1985年前后我所经历的重大美术事件 走向开放 走向现代 走向多元——关于中国画
问题的思考 答 《江苏画刊·百年艺术》问卷 与鲁虹君夜谈 与张晓凌君一席谈 2.文化底蕴与艺术场 回
眸《大河寻源》 从新视角观照仰韶文化 “汉唐雄风”画展自白 从本原上传承与拓展本土艺术的意义
——《刑楚狂歌》刨作随笔 “荆楚狂歌”展前自白 从梦想的长江到文化理想的长江 献给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长江探源发现了我的艺术场 《77抒怀》是长江生活体验的浪漫回响曲 横断山行答
客问 千佛山下答客问 《大海之子》献词 大海回响曲——《大海之子》创意的萌生 《大海之子》组画
题句诗118首 宇宙星空组诗55首 言志为本感人为用 行成于思业精于勤 3.现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家风范 林
风眠是“中西融合”的典范 李可染对艺术语言的重大建树 傅抱石的超人处 雁荡山花绽春蕾百年今始
破天荒——潘天寿是位现代型的写意巨匠 叶浅予的“情态结构” 金碧青绿第一人——“何海霞画集
》序 大匠风范——崔子范艺术赏析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赵无极画展书后 人民艺术家张肇铭 花雨泪
语慰故人——《王霞宙画集》序 怀念张振铎先生 刘国松艺术贡献的现代意义 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
—略论李青萍 厚德载物隋易夫风神超迈老更奇——《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隋易夫》序 书为心画画
为心书——鲁慕迅新作赏读 龙门跳出是真龙——冯今松花鸟画品评 革故鼎新鼓大风——略论宋雨桂 
空灵自由抒情畅神——陈少平水彩艺术解读 独立苍茫 悲壮雄浑——李宝林山水面展观后 答香港《书
谱·刘正成专辑》编者问 书坛奇才曾来德 4.散论一组 山水画与“道法自然” 含笑的幽默 猎影自自 “
国风”魂兮归来 万隆对话——关于喻意象征与结构张力表现 书画创作 要确立两种文化身份 古今中外
文化 与先哲们对我的影响 周韶华常用签名 周韶华常用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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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结构定义为“物我对应的意象合一”，这正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终极宇宙观相
吻合。
中国文化总体上持一种“天人合一”的终极宇宙观，它倾向于把自然与社会、心与物、外在与内在视
为一个连续的整体。
一方面，中国传统艺术不对主观意识进行绝对性的扩张，人的主观内容在艺术品中一般不具有独立的
意义，它是大干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生命力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它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和生
存方式息息相关。
而另～方面，自然界也远非孤立的客体存在，它始终被赋予人为的意识色彩，它同样以生命的律动与
人的主观情感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严格地讲，传统艺术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立于“胸怀”之中的
“万象”。
二者高度统一，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辨的方式，也是中国绘画艺术形象构成的方式。
因此，纯化的自然形态或是纯化的心理情绪的表达，在艺术品中很难具有独立的意义；而与此相应，
一件艺术品又同时具有双重意义，它将人之心理情感物化，同时又是将自然界幻化为人的主观意识的
媒介。
 正是遵循这一观念，周韶华始终强调“要走进生活，要实践，要自力更生，让生活点燃自己的创造热
情，孕育自己的艺术细胞，激发艺术灵感的火花，就要真正去感受自己选择的大自然，得天地之道、
人文之助，博览天地大观，才能获得意境。
⋯⋯要读书，要行万里路这是关系到中国画命运的问题”（周韶华《走进中国画美学思想的深处》）
，这也是与宗白华的美学观相适应的。
周韶华认为美在于生命，这生命的感性表现则是“动”。
“动”显示生命的活力。
大自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机界至于有机界，有机界至于最高的生命。
 周韶华的美学思想的活力，来源于他对80年代西方文化如哲学、美学、艺术等进入中国后的冷静反思
。
回顾近30年来中国文化界与艺术界在中西文化的；中突与融合方面所发生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在
文化与价值观方面，每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都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冲突中的选择，即既要对
一切有益于民族国家与文化建设的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思想与制度开放与借鉴，也要注意
保存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价值理想。
对于中国水墨画家而言，更要强调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用文化连续性观点辩证地了
解传统与现代，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活力点，而不是简单地在批判或继承之间作出取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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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韶华全集7:呼唤大美》内容为四部分：（一）总序；（二）专论：（三）作者自白；（四）文论
。
文论部分收录周韶华先生1982年至2010年的美术相关文章6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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