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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出版，缘于编辑先生的鼓励和学生们帮助整理，他们说看了我的那些发了黄的纸片，颇有点
好奇，其实，那里面半点奇特的东西都没有。
但，当我找出数百片页笔记和手札时，捧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端详着发呆的时候，仿佛恍恍惚惚地
听谁在说：“像这样一个笨拙而执拗的穷学生，居然能在满山荆棘丛中，攀爬了50多年，靠磨也磨出
了一条路来⋯⋯”一个磨字唤醒了我，路——不正是慢慢磨光的吗？
干脆把这些子耐磨的“破鞋、烂袜”之类翻出来，给下一代学生们看看，也许能使他们探求新路时增
添些勇气。
于是就有了这些破家当的杂陈。
贻笑大方也在所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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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中国美术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山水画家中，贾又福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崛起最早、出类拔萃的人
物。
他继承了近现代山水画写实传统，不仅创作出富于浓郁山村生活诗意的小品，而且以独特的笔墨图式
在山水画中注入充满人文关怀的哲思。
他获得的独特成就，早已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他是一个生活根底雄厚又用画笔作哲理思考、创造意
识极强的画家。
贾又福与我是大学时代分别攻读中国画或美术史的同学，又在新时期一同供职母校。
我亲眼目睹了他的崛起，他的成就，并引为自豪，但因论者甚多，也便没有更多置喙，避免攀附高明
之嫌。
最近他的学生，刻苦力学，尊师重道，偶然听到我对贾又福艺术的评论，一再催促我铺述成文，我于
是草成此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无意看低其他各有千秋的山水画家的成就，也无意把贾又福对山水画精神的探
索看成唯一的途径，我更相信贾又福的艺术仍在发展完善。
然而我深感，他通过开掘深刻的山水哲理，奏响了澎湃的时代心音，在庄老艺术精神的和谐自由中灌
注了儒家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
这在山水画的精神性的探索中实在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质之画坛高明，不知以为然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贾又福>>

作者简介

贾又福，1941年生，中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理论家。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李可染、叶浅予、李苦禅、宗其香、何海霞，私淑潘天寿
、石鲁。
苦心力学，矢志不移，致力于中国山水画的教学与创作，如今将哲学引入画学，开创了观化山水。
继黄宾虹、李可染之后，为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开拓与创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贾又福在文化事业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和特殊津贴。
1993年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1994年中国文化部授予贾又福优秀专家称号。
1997年国家人事部授予贾又福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并颁证。

    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经典大家入史研究与传承工程成立：北京大学贾又福艺术研究基金
、北京大学贾又福艺术研究会和北京大学贾又福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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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中国，历来能画画的人皆很多，而能画得好的人又很少。
明代画家见于记载的有2000多人，未见记载的又不知有多少？
但真正进入绘画史的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已。
现在的中国画画人太多，画得好的人又太少，能进入画史的画家又更少了。
什么样画家能进入画史呢？
应该有一个标准。
大约必须符合以下四条：一、功力，二、独创，三、审美，四、社会影响。
四条都具备者，是十分少的。
中国现在大约有几百万画画人，有功力者有几人？
有独创性的又复有几人？
我几十年前给“画家’’下的定义是：风格的成熟，方可称为画家。
没有个人风格，或风格不成熟者，皆不可称为画家。
如是看来，中国几百万画画人皆自称画家、著名画家、大师、泰斗者，实则真正能称为画家者不过几
个人而已。
那几百万“画家、大师、泰斗”只能称为绘画爱好者（这已十分宽大了）。
贾又福的画是符合以上四条的。
尤其是“独创性”方面，他的画不用见落款便可一眼看出是他的画。
风格独特，前无古人。
有功力的画家已很难见到，但纵有功力，你的画是古人画，他人画，没有自己的独创，亦不足称画家
。
当然，功力十分深厚者，也就必然有个人风格。
凡称艺术家者，必能独创，否则，何足称家？
有独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也就自有特殊的审美性。
贾又福画的太行山，其雄伟的气势，浑厚的笔墨，夕照之金光，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表现形式，给人的
审美感也是独特的。
当然，用墨汁泼一下，或用颜色洒一洒，甚至用自行车在宣纸上轧一下，也有一点独创性，但其他三
条就没有了。
所以，那些荒诞的形式是不足论的。
至于社会影响，贾又福的新山水画，自上世纪80年代就为很多人所效法，更引起国际上很多研究家和
收藏家的广泛注意。
其社会影响不但广泛，而且深远。
符合以上四条的，便必然能进入艺术史，不符合以上四条的，无论你怎样吹嘘，也进不了艺术史。
以山水画的主流而论，黄宾虹之后有傅抱石，傅抱石之后有李可染，李可染之后，也就是贾又福。
当然，其他画家也有一些，如有的画有点情趣，有的画颇简淡，等等，宜作另论。
而贾又福的画是有正大气象的。
李可染的山水画主要是漓江、黄山，都是南方山水。
而贾又福画的是太行山，是北方山水。
画北方山水，宋以后鲜有大家。
专画太行山的，唐末五代有荆浩，我在《中国山水画史》中称荆浩为北方山水画之祖，关仝、李成、
范宽三大家都是传承他的。
但荆浩的画至今已不见。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匡庐图》传为他的作品，现经科学鉴定，还是有问题。
荆浩之后，以画太行山而名家者，就只有贾又福。
贾又福是太行之子，他为太行山立传，画史也必将为他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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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经典大家入史研究与传承工程:贾又福(套装上中下册)》是江西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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