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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照佛理，任何事物都是因缘和合所生，《谢赫“六法”义证》能够脱稿与出版，得力于太多的因
缘聚合，至于我个人的努力，应该说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近1500年以前的谢赫与他建构的“万古不移”之“六法精论”是最重要的一缘。
依我看来，只要有人类，只要人类还有艺术活动的需求，谢赫“六法”都是历久弥新的经常之理。
当然，谢赫以后历代对“六法”进行阐释者，特别是现当代追寻“六法”原义的学者的研究也是极为
重要的一缘。
虽然在我的叙述中对他们所持理据多所辩驳，但如果没有这些前贤思考的启迪，我探求“六法”原义
的努力很可能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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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朱子日：“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者最可观。
谓如甲说如此，且寻扯住甲，穷尽其词。
乙说如此，且寻扯住乙，穷尽其词。
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朱子之立场，即是本文之信念，此是总说。
具体而言，本文更多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谢赫的思维方式是其构建“六法”的第一起
点，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则将产生什么样的理论，而谢赫撰《古画品录》时的思维方式又是由其时
代人们共同的思维方式或其时文化传统中传承下来的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而在当时如就其
极而言，这两个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
具体或可由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概括之。
当时人们凡有所著述，莫不以此为祈向，这与后世作家之著述大不一样。
这一点，对于近现代以来的绝大多数谢赫“六法”研究者而言，还处于沉睡状态。
因而，本文还原谢赫“六法”或其中每一法所蕴含的思想时，都将在不同程度上深究他的、也是其时
大文化语境下作家们普遍的思维方式。
　　其二，研究谢赫这样一位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出现的著名画家、画论家在其著述《古画品录》
中所提出的画之“六法”，以往那种离开历史文化大背景而“以经注经”或“就论解论”的方法，显
然是“不究竟”的。
因为它展现给我们的谢赫“六法”，仅仅是以“六法”为标签的绘画理论符号，缺少生动的历史与现
实的文化内涵，这种研究对外行、同行甚至对术业有专攻的专家来说也难以骤然悟入，从而做出是非
判断。
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在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中，比较谢赫以前传统或相同时代之经学、子学，佛教、道
教，诗、文、书、画、乐、舞等思想及其作者著述时的运思方式，从时间、空间、著述者等多种维度
寻求其与谢赫及其思想之可与不可相通处，从而在凸显谢赫“六法”思想特点的同时，也进一步努力
说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成因与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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