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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画风（2010卷17）》内容涵盖：画风·观点、画风·析源、画风·视觉、画风·风月、画风·
晶味、画风·万象、画风·经典、画风· 清谈、画风·新画等板块。
《画风（2010卷17）》还附录了画家作品及生活图片若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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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编者（以下简称“编”）：请您简要介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发展的时代
特点。
 陈绶祥（以下简称“陈”）：曹丕代汉之黄初元年至杨坚灭陈之祯明三年（220-589年）史称魏晋南北
朝时期。
这是中华文明史中继春秋战国以来最长久的一段政权分裂时期。
在中国美术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的美术像魏晋南北朝美术那样向后世展示了如此全面的文化特质，
和如此众多的直指人生的艺术业绩。
那些最能代表各类艺术中特点的风格、流派、品类，如后世所谓的画中之“疏密二体”、书中之“南
帖北碑”、陶瓷中的“青白两系”、建筑中的“寺塔园亭”，亦莫不肇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或于此期中
完全形成基本定制。
目前已知的国内各主要石窟，包括饮誉世界的敦煌、麦积山、云冈、克孜尔、龙门等等，无一例外地
开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书画的基础理论，也在这一时期中得以建树确立。
“六法”、“九品”、“笔阵”、“书韵”、“神采”、“风骨”、“体性”、“悦情”，都在这一
时期中得以精研熟虑，自立其说，且能进一步理归一统。
这是魏晋南北朝各门类艺术发展中最重要且一贯的普遍特征，它们使“匠技”中的“意法”上升成为
“艺文”中的“理趣”，使艺术进一步成为文化表率。
 编：请您再谈谈“风骨”和“风度”在当时的表现。
 陈：“风骨”主要指汉末建安年间以“三曹”和“建安子”为主的诗文创作风尚；“风度”则是魏晋
时期人物品藻所关注的焦点。
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方面的原因，使得魏晋南北朝整个社会规范处于无规则、无常度的
波动之中。
当时的“九品中正制”是这一时期唯一恒常不废的制度，它是从“君”主的封建制度和“民”主的举
荐制度到“文”主的科举制度的一个过渡，其核心乃是主张“惟才是用”。
“惟才”的标准本身便直指人的智、识、性、能，“举才”的社会功利所带来的“重才情性貌”之时
尚，实际上很快变成了一种社会认可的对人品格的判断，这才使“重人”的品评准则得以确立，导致
以“才情性貌”之“魏晋风度”成为一个时代的审美准绳。
现在我们一说起“魏晋风度”，人们都会自然想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以及“二王”、“三
谢”等一批人物的嘻笑怒骂、音容文辞、琴棋书画、饮食衣履，这些，正是他们“人生”的才情性貌
所展示的“风骨”与“风度”。
在汉家陵阙的雄朴与唐代菩萨的华腴之间，“魏晋风骨”中那回荡着的人生气韵，正是这个时代的最
强音。
 “神”、“骨”、“气”、“韵”，这些原出于天、地、人、物的认识在魏晋南北朝特别寄托于人品
、人生的表征，在这个时代中由于书画的发展步入了美学的殿堂，以画理、画品的演绎，通过绘画特
有的文化作用，使魏晋“人”的自觉得以升华和体现，也使得这个动荡社会与无常人生中发生的绘画
艺术产生了不朽的永恒价值。
 编：请谈一谈这一时期绘画、造像等具体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
 陈：魏晋时代人的自觉直接反映为艺术的自觉，而艺术理论的独立形成又是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
玄风、清谈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体言会性”的表象所掩盖下之“察名悟道”的过程，因而它对理念的
发展与规律的揭示是必然的。
魏晋绘画理论的形成及独立发展，正是得益于魏晋玄风、清谈在这些方面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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