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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存形 传神 尚义：论中国传统人物画造型的演变过程》共分为存形篇、传神篇、尚意篇三章，
主要内容包括：存形莫善于画、存形的要求、存形的手段、早期人物画之造型特点与表现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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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冠华，1982年生于浙江三门。
1997年至2001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2001年至2011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专业，先
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附中讲师。
主要艺术成就：2007年获浙江省第四届青年美术作品展览金奖；2009年获第十二届浙江省美展金奖，
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2011年获2010-2011年度百人会英才奖（艺术）亚军，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国
画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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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意的释义　　《庄子·天道》篇里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世间珍贵的东西是书，书有两个含义，文字是书，由文字联合而成的书籍也是书。
但书不过是语言的外化而写下来的东西。
语言有其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意。
意是什么？
它有所跟随的东西，那东西是不能用语言表述的，也即是道家所谓的“道”，形而上者谓之道。
“道”不可名状，超越人们感性经验之外，是精神之物，是一种恍惚的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道不是彻底的虚无，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内观、内听可以感觉到里面的“惚恍”之象，《庄子·人
间世》就提出：　　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
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惟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可见道虽是无形、无状，但却可以通过象来表达，所以儒家提出“立象以尽意”。
而真正将“立象以尽意”在理论上完善化的是魏晋时期的哲学家王弼，其在《周易略例·明象章》中
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
言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名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象”因“出意”而立，“言”为“明象”而出，没有“象”不可以“尽意”，没有“言”不可
以“立象”。
但怎样去寻找这象所含有的真正意义呢？
他认为需要“忘象”。
故他又说：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
　　这个哲学命题用于造型艺术中就是所谓的道与技。
技是构成作品形式的手段，也即是“立象”，技的出现及其存在价值全在于它所要表达的“意”，也
就是道。
道的高低与否在于技的完善与否，卓越的技巧才能随心所欲地表现心中的道，道以技为前提，当然入
道之后也就不会再斤斤计较于技本身了。
技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得道，是存意。
这也就是说，你在对客观形象进行审美把握时，你不能把注意力流连于技巧之美，这样容易忽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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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感染力与完整性，只有在不自觉中忘记了技的存在，我们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于形象本身，从
而体悟出形象所蕴含的本质和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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