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归古典之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回归古典之美>>

13位ISBN编号：9787801707468

10位ISBN编号：780170746X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CCTV《我们》栏目组 编

页数：1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归古典之美>>

内容概要

范曾作为一代书画大师，对文史哲领域广泛涉猎。
中央电视台《我们》栏目组曾邀请范曾先生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诗词、书法、绘画，反响热烈。
本书不仅剖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丰富内涵，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再现了范曾先生在
中国古典哲学语境下对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中国诗词的精神实质所作的阐释，文图并茂，相得益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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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曾：字十翼，别署抱冲斋主，1938年生，江苏南通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擅长中国人物画，兼长诗文、书法。
《灵道歌啸图》等藏于日本冈山范曾美术馆，《八仙图》等藏于中国美术馆，《秋声赋》等藏于美国
伯明翰博物馆。
出版有《鲁迅小说插图集》、《范曾书画集》、《范曾画集》、《范曾吟草》、《范曾书画集》、《
范曾怀抱》、《范曾自述》等。
被日本誉为“近代中国十大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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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自然与古典第一篇　中国国画之美　第一讲　中国画是哲学的　第二讲　中国画是诗性的　第
三讲　中国画是书法的　第四讲　中国画源于生命第二篇　中国书法之美　第一讲　中国书法是自然
的　第二讲　中国书法是时间的　第三讲　中国书法是一个自足的体系第三篇　中国诗词之美　第一
讲　对联之美　第二讲　诗词之美　第三讲　中国诗的弊病结尾附　艺术、人生、祖国——CCTV《
我们》　栏目范曾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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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篇　中国国画之美第一讲　中国画是哲学的中国画，首先是哲学的。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画不是用毛笔画的吗？
怎么是哲学的？
是不是很玄？
不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还是先谈谈历史以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
我们大体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东西文化两个大的文化轴心时代。
这个时代的界定可以从西方苏格拉底诞生到亚里士多德去世将近两百年时间，中国则可以从孔子诞生
到庄子去世，也大体两百年时间。
他们相互交错地存在于世界上。
比如孔子去世是在公元前479年，他去世以后十年，苏格拉底诞生。
苏格拉底的伟大贡献就是他为希腊古典的哲学继往开来，广开门庭，他希望新思想的助产婆诞生。
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孔子的思想已经很完备了。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孟子、屈原、庄子所处的时代差不多。
在东方，这个文化时代更奇妙：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这是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个产生世界文化巨人的时代。
虽然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但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最后两个最大的圆，然后这两个大的圆再进一步地化为
无穷多的圆。
那么东方的和西方的，在它们开始起步的时候，它们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东方是重经验、重感悟、重归纳（经验主义、感悟主义、归纳主义），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
毙界。
而西方是重逻辑、重演绎、重天人二分。
东西方哲学的特点是如何具体表现的呢？
我的外祖父曾经也是个大学者，他在他的著作《老子古文》这本书里讲，“天”字是一橫加个人（此
处“人”是指站立的人字形而非汉字人。
天和负阴抱阳的“人”结合起来就是“大”，这个“大”就是道之所在。
中国从遥远的古代起都对逻辑学不够重视，我们知道战国时代出现过像惠施、公孙龙这样的哲学家。
他们提出的一些命题，至今量子力学家仍在证明。
比、如《庄子》里说惠施的观点“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的棍子每天取一半，你永
远取不完）。
惠施又讲“至小无内”，“至大无外”（最小的东西是没有里面的，最大东西是没有外面的）。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量子、中子、质子，宇宙的以太，这是最小的。
还有比它更小的东西，因为它还有里面。
宇宙我们可以看到一百亿光年之遥，可是它还有外面，它还不是最大。
这种变数的命题是非常了不起的，要注意，这是在两千三百年前提出的。
中国人有种天生的感悟力，这种感悟力使中国人对逻辑学不太重视，而西方人不是这样，西方人从实
验室里开始。
亚里士多德研究物理学、天文学，虽然有的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比较幼稚，可是不要忘记他是在两干
三百年前，历史地看，他还是非常伟大的。
比如他提出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地心说”，直到16世纪波兰的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才被质疑。
西方的实验必须遵循逻辑学。
什么叫逻辑学？
有假设、有求证、有结论，这就是逻辑。
中国的大哲们，像庄子，依着梧桐树而论说，而不是在实验室。
西方的逻辑学使西万的数学得到很快的发展，比如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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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数学，虽然在汉代有《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可这是种算数术，而不是
假设、求证、结论。
中国古代人聪明，有感悟，有算数术，他就能够发现发明很多奇妙的东西。
就像中国建筑用榫头，据《阿房宫赋》记述：阿房宫一个钉子不用，钩住心对着角一拉，最后一个建
筑起来了。
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智慧和感悟，他们有精密的算数术。
可是中国也有吃亏之处，是什么呢？
中国历史上固然有非常多的天才发明，可是往往因为人亡而道衰。
而西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他们的发明用的办法似乎比较笨：用数学算。
最后算出来了，算出来以后这个公式就存在这儿了，存在这儿以后就可以用，人去世了也没关系。
上回我和杨振宁在新加坡探讨如何解释美。
什么叫美？
我站在艺术家的立场解释美，他站在科学家的立场解释美。
杨振宁说得非常令人感动，他以英国马克斯威尔方程为例，说如果没有马克斯威尔方程的话，今天我
们从话筒到宇宙飞船都不存在。
可是，马克斯威尔已经死了两百年了，他这个方程仍在继续起作用，马克斯威尔是发现了这样的规律
而不是发明。
不要以为哪个科学家发明了什么，科学家没有发明，科学家唯一的使命就是发现和解释。
马克斯威尔方程从严格意义上讲，在没有地球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于宇宙中了，这就是天地之大美。
我们感悟体系的中国，为什么数学得不到发展？
为什么连庄子这样思想开通的人都会轻视逻辑学？
惠施和公孙龙不停地辩论，都认为对方是非常荒诞的。
其实庄子在河边和惠施也有辩论：庄子说鱼很陕乐，惠施讲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
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书就此结束了。
可是我们知道，这里面胜利的可不惠施也是实在无奈，因为惠施太聪明了。
惠施去世以后庄子到他坟上长拜，因为再没有这样的对手了。
他举了个例子，说楚王希望看新奇的玩意，就跟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看特异功能一样。
说有个鼻子上点个白点的人，另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能挥斧把他鼻平上的白点砍掉，鼻子一点不伤。
楚王就想看看挥斧人的本事。
结果非常遗憾，这个鼻子上点白点的人死了，挥斧人说我再也不能进行这项表演了。
大。
家可以看到，鼻子上点白点的人和挥斧的人有同样的功力：一个纹丝不动的人站在那儿也是很了不起
的。
中国的哲学家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我们可以放下，不论它。
我们知道孔子非常伟大，可是孔子对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回避的。
人家问他怎样捉鬼神，他说不知人焉知鬼；人家问他生死，他说不知生焉知死，要敬鬼神而远之。
在儒家，不太重视人生之外的东西，而道家认为人生之外的东西可以在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虽然老子也偶尔论论宇宙的产生，譬如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怠，可以为天下母”。
老子认为，在宇宙产生以前已经有个存在，它叫混沌。
可是我们能够破除混沌吗？
这个混沌的天机我们能泄露吗？
在中国认为破了混沌之后是一个问题。
庄子讲，有个南海之国国王叫倏，北海国王叫忽，倏、忽两个人到中原之国，他们被招待得非常好，
可是中原之国的国王是五官不开的。
倏和忽两个人商量把他的七窍打开，结果七窍开而混沌死。
庄子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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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现出他在整体上对“机事”和“机心”的一种拒绝。
中国的古代哲学为什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利？
就是因为古人对“机事”和“机心”有个认识的误区。
他认为一个人使用机械是投机取巧，“有机事必有机心”，有了投机取巧的“机心”，人类就会堕落
。
虽然中国古典哲学感悟出现了这样的误会，有这样的分析，可是不要忘了，中国的哲学本身是有启发
智慧的性质的。
为什么中国人聪明？
正是因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启智性在起作用。
为什么启智性的人非常容易利用逻辑性人群的创造？
因为这群人的智慧足以把逻辑性人群按部就班研究的东西很快理解、很快吸收，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
创造。
这就是中国只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就能够赶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发展的原因。
这不能不感谢中国文化的启智性，这是从本性上来讲的。
而从绘画上来讲，中国哲学的启智性特征那就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绘画不需要西方哲学那样的逻辑的分析，不需要那样逻辑的推演。
中国绘画重要的是你能感悟。
而感悟，《庄子》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重要认识。
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世界、四季、万物都有其自
然的道理。
这个自然道理就是天地大美之所在。
宇宙是没有过错的，天地山川是无所不美的。
会有人说“天上这块云飞得不对”，“这块雾怎么回事啊”这类问题吗？
没有，天上哪怕一个小水珠的运动都是有目的性的。
这在康德叫合目的性。
宇宙的一切都是合目的的。
我们中国画家要知道这点的话，就不会讲“江山如画”这样的话了，而应该是“画如江山”。
能够做到集天地之大美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还讲你超越它，不免妄自尊大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哲学家到明代有王阳明，知道他的心学。
他提到：一朵花在深山开放，我不知道它存在，可是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的颜色、形态就
渐渐明白起来，它果然是个美艳的存在。
西方的现象学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主观对客观的介入。
只是比王阳明晚了几百年。
所以当中国人的智慧和感悟在哲学上的体现，用到绘画上来的时候，绘画就得益无穷。
我的作品《黄宾虹造像》就是感悟式的绘画，它讲究像外之神。
老子哲学里有“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这个讲的好像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有人认为老子是个策略家，甚至认为老子是个兵家，可是我们更多是看到他的哲学思维。
知白守黑，中国画之美，笔墨笔墨，加上宣纸就是黑和白呀。
宇宙在没有起点、没有爆炸以前到底是什么样子？
据霍金猜测，那个时候是无法演说的，是一片完全无色彩的光亮，这个光亮就是白。
可以做个最简单的物理实验：把红、黄、蓝结合，很快出来是白光。
随着宇宙能量渐渐的丧失，有了熵，就是渐渐失去，它渐渐会坍塌，会缩小，最后有了黑洞，那是黑
。
从最大的宇宙来讲也逃脱不了黑白。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在于知白守黑。
诸位可以看看我的画，我的画留的空白很多，因为我知道白和黑同样重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回归古典之美>>

比如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他难道是在建造一个建筑吗？
不，他是在塑造后面的一片天。
建筑设计师的伟大不仅是他设计的建筑要漂亮，建筑后面的天空也要非常漂亮，这是伟大建筑设计师
追求的。
中国画家不要在用墨的时候忘记了白纸。
中国禅家讲，妙悟者不在多言，所以禅家主张“不立文字”。
我们要求的是以少许胜多许，以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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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归古典之美:范曾谈中国国画、书法、诗词》为珍藏版，讲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及主流价值观。
内含范曾讲演DVD光盘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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