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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画风（2012卷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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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卷22）》还附录了画家作品及生活图片若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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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从开始工作直至退休都是做美术编辑，关于画画的事本来没有什么好谈的，但是还算幸运，由于种
种机缘画画这件事也总算没有完全丢下。
    我是“文革”期间1968年大学毕业，当时大学生毕业后不能马上分配，必须先到农村劳动锻炼。
我在农场劳动半年后被分配到出版社。
当时在出版社除去一般的编辑工作，还有很多政治活动，比如五七干校学习、下乡劳动、落实政策等
等，画画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出版社的工作并不忙，我记得有那么几年，无事可做时就常常练习写字。
因为写字比较方便，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可以写，而且有事情就可以随时放飞我的办公室在办公楼的顶
层，很安静，有的是废报纸，正好可以用来写字。
主要是写颜真卿的楷书、行书，也写—点篆书、隶书、魏碑。
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瘗鹤铭》，还曾编辑出版了《瘗鹤铭》的字帖。
《瘗鹤铭》字体开张，介于魏碑与楷书之间，还带有篆隶之意，被誉为楷书大字之祖，字体非常漂亮
，但是字数本来就不多又是残石，所以存字很少；那段时间差不多天天写字临帖，虽然书法并没有多
少长进，但是功夫确实用的不少，日复一日废报纸写了一摞又一摞，洗笔水越洗越黑由淡变浓，索陛
就把洗笔水当作墨水，直至写干再换清水，如此一写就是几年。
转眼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如果不是写这篇约稿，这段往事早已被忘得千干净净。
现在看来，我觉得像这些很不经意甚至早已忘却的事情，其实可能冥冥之中—直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
    二十八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到中央美院进修学习，做梦也不会想到走出大学十六年后又
住进了学生宿舍，又坐进了大学的课堂，过起了早已久违了的学生生活。
一年的进修时间十分短暂，但是，它对我的人生道路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各种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西方的各种现代艺术流派大量传播，中央美术学院的大
教室几乎天天有来往于国内外的学者在这里讲座，另外美院图书馆还有各种资料可供参阅。
这段时间虽然也有写生、速写、临摹的课程，但是更重要的是可以听取各种学术讲座、翻阅中外各类
画册与资料。
我当时比较喜欢的西方画家有毕加索、马蒂斯、莫迪利阿尼，比较喜欢的中国画家有倪云林、八大、
虚谷等。
当时正在读的书是老子、庄子、中国美学史，书法已经开始学习王羲之。
一年的专业课程并不会对绘画水平有太大效果，但是眼界的开阔、思想的活跃却引发了一些认识观念
的转变。
这段时间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美学思想的了解，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的了解，开始意识
到：当时学院所学习的东西原来是西方早就已经过时的；西方所谓“现代”的美学思想原来是中国传
统审美中很早就已经存在的；当时学习的所谓“传统”原来只是传统的绘画方法与工具，传统审美中
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早就已经丢弃的。
当时，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
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已经在传统绘画中看到了“现代”的审美情趣。
我当时还特别注意到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往往是真正理解传统的画家也能理解现代，真正理解现代
的画家也能理解传统。
记着当年韩羽先生就曾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一般人们都认为学生在学校期间就应
该老老实实地学习训练写实能力，先要打好写实的基础，要抽象、要变形等毕业以后再放开也不迟。
事实上，如果等到毕业以后再想放，恐怕就已经放不开了。
有多少人终其一生再也挣脱不了“形”的束缚。
    我进修结束以后又回到了出版社。
出版社的工作十分琐碎，除去大量的案头事务，很少有集中的时间可以画画。
要打发零碎的空闲，可以读书、读画，可以写字，但是画画也只不过是随手的糊涂乱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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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废画多了就裁开写字，写了正面再写反面，写的多了就卷起来放下，小卷多了就捆起来丢掉
。
这个过程很像是个不称职的农民，只管耕耘却不见收成。
如果说有什么收益，那就是在反反复复地涂抹中对行笔运墨的一些体会。
正是通过这些零零碎碎的读书、读画以及随手的涂抹才逐渐意识到“笔墨”的内涵与意义。
也正是在弄懂笔墨以后才如梦方醒，发现以前的学习犹如盲人摸路，如今才算有了自己的眼睛。
1988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西方现代艺术史》，通过阅读此书，算是对西方现代艺术有了一
点比较系统的了解。
此时，在学习传统的同时也留意借鉴一些西方现代的东西；在看到传统绘画的“笔墨”时也看到了西
方现代绘画中的“笔墨”。
其实，不仅写意画与现代绘画需要“笔墨”，写实绘画与古典绘画同样也需要“笔墨”。
（后来在法国卢浮宫看到大量油画原作时这种感觉更加突出）这时才真正意识到“笔墨”对于绘画到
底有多么的重要。
现在才明白，“笔墨”不只是表面形式而是成就绘画艺术的手段，是“笔墨”决定着一件作品是否具
备灵性。
“笔墨”与形式、内容、思想、观念等所有艺术要素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艺术作品与所有的生命一样，虽然都是由各种元素所构成，但是，仅仅把各种元素混合起来并不能形
成生命。
形式、内容、思想等所有艺术要素都需要“笔墨”去成就。
“笔墨”是艺术作品中最神奇的东西，它像神性成就万物一样成就着艺术。
万物离开神性就只是一堆元素，是神性将元素成就为桔子、苹果、牛、马、人等各种生命。
    九十年代后期至退休前，我曾参与编辑过两部书，一部是由几家出版社合作编辑的《中国现代美术
全集》，一部是与卢辅圣先生合作编辑的《中国文人画通鉴》。
这两部书，一个由古代至近代，一个由近代至当代，正好包含了中国美术的全过程。
经过反复接触两个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尤其是当把这两种作品分别集中起来去感觉时，相比之下在
我的印象中渐渐浮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差。
打开《现代美术全集·绘画卷》感觉到整部书所充斥的是物质；打开《文人画通鉴》感觉到整部书所
洋溢的是精神。
由此我第一次察觉到现代绘画与古代绘画相比到底缺少了什么。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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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怀一主编的《画风(2012卷22)》放眼中国画坛，力推卓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
同时本书与艺术品市场息息相关，引导高品味的艺术欣赏。
本书是一本专业的绘画艺术图书，内容涵盖美术理论、绘画评论、精品画作赏析等。
图文相生，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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