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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绘画精神体系》《中国书法思想史》及《中国色彩论》自出版以来，学界尚以为不谬，然
因距今已久，存书告罄，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特予再版，以应时需。
　　国学研究因囿于经学传统，故其他术业，近等附庸。
中古以来，士夫虽雅好书画，然皆假以自娱，故人人虽涉丹青翰墨，又皆视之为闲业，此种倚轻倚重
的积习，或因“经学为本”的流风所致。
　　我个人的研究工作，乃由书法发轫，再延及绘画和其他领域，以上三书即可概此进程。
前此谈中国文化“概”而“论”之，或难免于泛泛为说，大而不当。
自与书学邂逅，才寻觅到了入门的途径，此即佛家“觉悟当有立脚处”之谓也。
从此，乃循乎斯径，“由是而之”，不复迷离矣。
　　书学画学之难治，不减于经，《论》《孟》之属，既尊为经，学者遂蜂起为注，缘此，种种疑难
，均得廓清，而书论画论，则鲜有注家问津。
况书画乃一己之好，论艺言术，标新立异，各竞私说，故后之学者，莫衷一是。
近世以来，学人疏国学，亲西学，致以域外学理附会本土概念，以今人时论推演古人述说，于是，旧
瓶新酒、国学非“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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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一部系统的关于中国色彩理论的专著,从中国古典文化“以色明礼”“以色证道”的儒学角
度，论述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及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推出在中国人审美观念中色彩观形成的内
在理路，并借助西方美术中的色彩运用，脉络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绘画以致实用领域的独特色彩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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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澄清，云南昭通人。
学者，当代书画艺术理论家。
在故乡完成从小学到中等师范学业。
1954年至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深造，1958年毕业，至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任教；1959年转入贵州大学
任教。
1964年至贵州省艺术学校（前身为贵州大学艺术系）任教。
1978年调回贵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1992年出任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
1995年应世界儒学研究促进会邀请赴香港讲学并被特聘为该会永久名誉会长。
1998年退休。
曾任中国书协第一、二届学术委员。
现任贵州省书协名誉主席，受聘为鲁迅美术学院教授。
姜澄清于1935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古城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
其父辈四兄弟都有极深的旧学修养，其中有三位在辛亥前东渡扶桑留学，归国后致力于教育救国，是
云南近代教育体系的开拓者。
其父于清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辛亥（1911）年间，以“官费”赴日留学，就读于当时日本三
大名牌学府之一的东京高等师范学院。
早在1924年，其父辈四兄弟等人发起编修了云南省志。
父辈的爱国思想和治学之道，对子女影响至深。
先生幼年时，父亲即督教学书，临碑摹帖，并执“四书五经”相授章句。
绘画方面，先生受著名画家：胞姊圣清先生影响颇深。
圣清先生每作画，他都环案观奇，如痴如醉。
这为他以后的美学思想和书画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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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前时代的下限，通常是以文字产生为标志，但是，文字的产生、成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因此，精确的界定几乎不可能。
何况，不少民族或群落，至今无文字，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将该族群划入“史前”部落。
因此，以文字的产生为标准来划分“史前”、“史后”或“野蛮”、“文明”也不尽圆满。
更何况，“史前”的上限又该定于何时呢？
从理论上说，自然应从人类的产生开始，但同样令人懊恼的是，人类的产生依然是一个极漫长的进程
。
这样，我们便十分难堪了：我们不能不界定，而又难以界定。
好在，本书讨论的主题，不是史学的分期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免堕迷雾之中，不妨沿用习惯术语，
姑妄为说，具体一点来说，便是以殷商为界限：这时，严格意义的文字业已产生。
研究殷商前的色彩现象及色彩观念，异常困难，首先，无文字的记载，初民对色彩究竟如何论评，不
得而知，因此，今人的研究，难免附会、妄测。
其次，鉴于原始时代工艺、技术的落后，施色赋彩便不能不大受限制，加之殷前色彩遗存，除陶系实
物外，几无可信旧物，对这一时代的色彩现象及色彩观念的研究，也就不得不笼而统之：我们所努力
的只是在总体卜不偏离大致。
　　但是，史料的缺乏并不意味着研究空间的狭窄，甚至可以说，殷商前的色彩观是最具诱惑力的研
究命题。
从理论上说，文字的不存在，使初民对非文字性的交流媒介依赖更多，其中，色彩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
从神话、传说中，我们看到初民对色彩是如何地神往，从“开天辟地”到“仓颉造宁”，在人类演化
的各个进程中，都闪烁着色彩的灵光。
须知，巫文化中最强烈的意识便是色彩意识，而巫祝最有力的解谜破惑手段，便是色彩。
这种情况，直到当代，仍遗存于原始部族之中。
昼明夜暗、日赤月白，五彩斑斓的云天，变化万端的天象，都令初民诚惶诚恐。
诚然，对初民色彩观念的推测，可能招致“无依据的妄说”之责：尽管这种推测是有说服力的。
我们不妨依据远古神话、传说去研究，但这些形诸文字的载籍，并非“野蛮时代”的实录，而只是文
字产生后的产物，因此，这类文献所反映出的色彩观念，是否就是远古真实，又当别论了。
但神话、传说毕竟是在口口相传的基础上演述的，因此，这种“思想遗产”仍足以帮助我们获取初民
观念的大致。
　　自然，史前时代是极为漫长的，鉴于本书只涉及色彩，所以在实际上研究所涉的时限，只是新石
器时代晚期，因为，这个时期人工制器已有赋色上彩的实物可资考察了。
　　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出土了一批陶器，因这批陶器有“彩”，为区别于素陶和黑陶，便
称其为彩陶。
　　陶器上的彩，区别于在绢、纸上的染色，它是染坯入窑后经高温焙烧产生的固化色，因此它不仅
历久不变，而且也不会因存贮环境的变化而产生色变现象。
这就意味着，虽经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今天我们所见的陶彩，仍与当年无异。
　　在陶质器物之外，还有什么遗存可以供今人考察呢？
石器、骨器之类，都是素器，是天然色而非人工色；至于岩画，即使被考定为初民之作，但经数千年
的蚀化，颜色早已不是本初之相：远古岩画之类，图形可察、赋色难辨。
因此，除以有色陶制品可作为研究根据，实无其他遗存可资研究了。
　　根据陶器的色彩去考察初民的美学价值观念，是很难获得近真答案的。
首先，是因为这种色彩选择受到当时的工艺水准及材料的限制，其次，陶彩是在窑内焙烧后经所谓窑
变形成的，这种色彩系非人为因素而成。
　　从制作工艺的程序看，大体是制坯、上彩、入窑、焙烧、出窑。
制成品所呈的红色和黑色，是因赤铁矿颜料和锰化物颜料经高温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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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彩陶”实际上也只是以红、黑为主色的陶制品。
　　在彩陶工艺衰落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所谓的“黑陶文化”。
黑陶工艺在造型上有明显的进步，陶制品的种类除彩陶系所常见的小底瓶、罐、盒之类外，还出现了
大量鬲、豆、卑、簋、杯、甑等，但在色彩方面，反而由“彩”转为“黑”。
　　这种变化，对我们有诸多启示。
品种的增多，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求和工艺的进步，比如觑便是一种多功能的器具，它的下部能煮，
上部能蒸。
这一些器皿，大都是供初民日常生活之用，而少有祭器。
从器皿上的图形看，也只有装饰性，而少有神秘的傩绘。
这种现象对我们过去的一种成见提出了疑难：原始部族充满着“巫”意识而美感价值观念则十分薄弱
。
更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的商代，文字已臻成熟，而“巫”意识却强化了。
今天我们所见的青铜器，从功能、用途到造型、图纹，反更“神”化、“巫”化了。
不论是仰韶文化的彩陶系或龙山文化的黑陶系，它们的主导风格反更显得安适、和谐，照我们通常的
看法，那时应充满着人世间的杀掠及对神的恐惧，在上述制器上，我们很难找出这类迹象。
由此，似乎可以得出：“野蛮时代”并非只是“野蛮”，“文明时代”并非总是“文明”。
如果将绘染看成一种心理纪“实”，那么，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绘所呈现的“野蛮”意绪并不浓重。
　　较上两系稍晚的几何印纹陶是在长江以南的地域发展起来的，但这个陶系遗物的主要特征是图形
而不是色彩，它以红褐色、灰白色或灰色为主，几何纹极具多样，常见的是水浪纹、米字纹、回纹、
方格纹、编织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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