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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画是我国三大国粹之一，作为中华文化艺术一大瑰宝，于世界艺术领域大放异彩！
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绘声绘色画创作的一个繁荣时期，期间涌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著名画家，在中国
绘画艺术史上画上了极其浓重工耀眼的色彩！
本书为“今日美术馆书库”系列之一，将为您介绍一批优秀的国画画家及其经典画作，展示他们超越
寻常的绘声绘色画才华，让您对国画艺术文化有一个更深切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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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几位研究生就要毕业了，经过几年的学习，研究生在中国画基础学习中下了比较大的
功夫，但这仍然是一个长期课题，因为对于中国画来讲，专业性研究和基础学习是相辅相成的。
作为研究生，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这个基础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方法、技能，更重要的还要具备中国
画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必须通过临摹、写生、创作、文史课程的渐进，在学习中逐步从造型、
笔墨上深入体验、感知、领悟中国画的文化基础。
我们的教学传统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有老一辈的学术思想和他们身体力行的教学品格与深厚的人文精
神，他们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和我们的学生。
传统、生活、创造成为我们传统教学的重要理念和重要的教学原则，如何在临摹、写生、创作课程中
深刻领会老一辈艺术家的教学思想，如何在每门课程中能比较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尤其
在当代文化中怎样认识和融会传统的人文境界，并围绕、追随着我们的教学传统去体验中国画的文化
基础，积累中国画基础，以此来提升我们对中国画的认识与人文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里，我主要通过研究生写生课，以随感方式谈一点关于意象空间的思考。
研究生的写生涉及到造型及笔墨的思考，这方面应从传统文化中来体验其中深厚的民族性格、性情和
文化之源，这些因素构成了造型与笔墨的空间，一种性情与一种造型，其笔墨所产生的感觉是靠着文
化本源与自然规律来支撑的。
可以说在造型、笔墨感觉上的深度，是以文化积淀与文化心性来确定的。
在教室和自然中写生，研究生具备了常规技能方面的基础，进一步的课题是在物象空间里来寻求文化
的结构，以此在写生方式中铺开对文化空间的体验过程。
我们的教学在临摹、写生、创作课题里三者互动，同学在写生时候，要把临摹基础和创作基础融入写
生，两个基础渗透的文化理念是以中国画的文化基础为本，所以，当一幅写生稿与一笔墨的生发，都
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体验方式。
传统的花鸟画讲“一笔成形”，我们的导师卢沉先生讲“下笔就是创造”这样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说，如何在一笔画内和一种造型能形成一种文化空间是至关重要的。
它的文化空间是于现实的基础上超越现实，是一种既有现实、也有精神一同中国画似与不似的文化理
念。
余英时先生谈到“中国知识分子所持之道，一方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又不是脱离
世间的⋯⋯不离世间以求出世间，这就使中国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不即”才能超越，也就是理想不为现实所限，“不离”才能归宿人间，也就是理想不至于脱离现实
。
这样的人文空间所创造的人文气象印证了先人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来体验天人合一、知行合
一的人文理念。
而中国画是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它的意象空间在“不即不离”中呈现出中国人面对自然所崇尚
的善良、忠厚、宽容、鲜活的人文境界。
南朝钟嵘的《诗品》开序就有“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
⋯⋯”，讲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人的心性与天地交融。
明代《高松竹谱》论画竹法，有雨竹、风竹、晴竹等，均以心性来领会自然的变化，直指人对精神的
关照。
借助自然物象进行意象文化的思考，通过意象空间面对物象来经历和体悟自己的内在空间，把写生放
到文化空间里，用“借物写心”来引发对文化的体悟，于此，造型与笔墨的文化意味就成为写生里很
重要的课题。
造型与笔墨对人物画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看一个对象，不仅只以经验的方法从科学的比例、技术的
逻辑来画一个人物，还应以对象提供的空间来引发我们的思考，从物象本身如何引出关于意象空间的
体验。
钟嵘明确了“因物喻志、寓言写物”的意象方式，以自然为胸襟，澄怀观道，从自然物象中发现、领
悟其文化内涵，并赋予对象与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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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写生者，应该来反省“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形象空间与形式载体，这就需要我们从文化取道、艺
术形式、生活经历等多层面地去领悟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生有关的心性之源与性情之源，把它作
为一个课题，从对象开始历游心性与外物的空间，看我们借此过程能否还原到对象内在所蕴含的文化
空间，即人类共通的情感。
通过意象方式，追寻这样的造型方法和笔墨感觉，来托出主体所领悟的文化空间。
古人讲“月行云空，清静人真”，其形式过程以月和云为载体，它是我们能把握的、看见的空间。
清静人真是内容，是我们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空间。
它既包容了创作者体会关于清空的感觉，也在清静体验方式中借助了月与云的物象，使心性对清静的
感觉就有一个准确的托体，空的境界即被生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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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画大家:1卷(2007)(总第6期)》是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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