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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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绘画精神体系》从传统文化研究入手，以中国哲学解析其支脉——绘画，从修养、创作、
功能、审美等各个角度阐述了中国绘画所表征的深厚人文精神。
围绕传统绘画精神展开著述，仔细剖析中国传统绘画中各个审美因素，并融入宗教、哲学、伦理、价
值观等概念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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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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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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绪论
　第一节 传统绘画的哲学精神
　第二节 传统绘画的宗教精神
　第三节 传统绘画的伦理精神
　第四节 传统绘画的厌世精神
　第五节 近代中国绘画批评之检讨
下篇　专论(上)
　第一节 修养论
　第二节 创作论
　第三节 功能论
　第四节 审美论
下篇　专论(中)
　第一节 造型——恍惚的破译
　第二节 构图——宇宙秩序的微缩
　第三节 线条——神秘的轨迹
　第四节 色彩——梦中的玄云
　第五节 题材——永不凋谢的梅竹
下篇　专论(下)
　第一节 唤起悟性的钟声
　第二节 诗意的张扬与抽象的发挥
　第三节 古老而神秘的符号
　第四节 参与创造的材料
附录
中国画学术语辨惑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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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潘天寿先生说：“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学。
”①徐复观先生说：“谈中国艺术而拒绝玄的心灵状态，那等于研究一座建筑物而只肯在建筑物的大
门口徘徊。
”两位先生谈的意思都一样，研究中国绘画，其所以不易，也正在这“基础”或“心灵状态”。
汗牛充栋的古典画论，大多以玄理论画，“恍兮惚兮”，扑朔迷离，就是古人也有“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之慨；而以西方画学论中国绘画，又常如驱车马入水道，强为解释，或方枘圆凿，或削足就履
，原因也仍是偏离“基础”，仍是不了解那“玄的心灵状态”。
绘画，当然是视感官可见的形式，是由点、线、面、色诸要素去构、染的某种成像，这样的成像，从
创作方面说，便是那“心灵状态”的外达形式。
这是东、西方绘画所同具的，概莫能外。
但形式所蕴含着的观念内核，却大相歧异，同样一根线条、同样一块色、同样一茎小草，东方人与西
方人，在感悟上，便非等同。
西方人之所以不易理解中国画，感到神秘，深不可测，原因之一，便是彼此的“心灵状态”不同，而
这“心灵状态”又是长期文化传统所积淀的，非朝夕可成，因此，谈中国绘画便不能不溯源探本。
中国画之所以成为中国画，不仅仅是技艺积累的结果，它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果实。
事实上，不懂中国画者，岂止两方人，如无住所云：“现代的中国人实在不懂巾国画。
”①“现代中国人”何以至此？
因为他们“拒绝玄的心灵状态”，于是，只能在那神秘的殿堂“大门口徘徊”了。
“玄”的精神，渗透到了中国画的所有层面，即使是微观的技巧问题，也含着那“玄”的精神，更遑
论其他。
如果把《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的“妙”，解释为“艺术”（自然，这不是在训沾学意义
上的解释），那么，玄的心灵状态，便是中国各类艺术的总门。
这虽非《老子》的本义，然而，却借用得宜。
古典画论，扩大些说，古典文论、乐论、书（书法）论，尽管学派繁多，众说纷纭，但在根本上，是
“玄”的，此可谓殊途而同归。
换句话说，中国艺术思想的本源是“哲学”或“玄的心灵状态”。
不妨先从绘画的起源说起。
艺术起源的问题，说法很多，诸如游戏说、模仿说、劳动创造说等等，这种种说法，尽管各执一端，
却有一个相同点，即都是从“形而下”去考察的。
形上形下之说始出于《易·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何为道？
何为器？
许多解释中，朱熹及戴震的最切本义。
朱熹说：“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
”②戴震说：“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形以前，形而下犹日形以后。
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也，⋯⋯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质可见，固形而下者也，器也。
”③而道、器的关系，即是本源与衍生，“道”是不可视见、不可闻听的抽象，而可感知的“器”，
则是由“道”衍生而出，这也即《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理。
这“万物”当然包括艺术。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
”基于《易经》《老子》之说，中国第一部规模完备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在开宗明义的首章便
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太极、太一都是“道”的别称）所不同的是，老子从纯哲学谈宇宙的本源，而刘勰却大量吸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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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至东汉的种种异说以铺陈其论，故一一罗列伏羲画卦、河图洛书等等说法。
伏羲画卦，见于《易·系》：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为后世反复引用，中国文字史、中国绘画史在追溯源本的叙述中，无不据此以发挥。
八卦以虚线（阴爻）和实线（阳爻）为构，不仅作为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征记，而且呈示出一种思维
进程及结果判断。
如俞剑华先生所云：八卦“实藉种种思考经验而后逐渐发明以归纳成”的符号，这种符号“为宇宙万
物之抽象表现，已具备后世绘画写生之法”①。
《易·系》：“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竹书纪年》日：“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
”又：“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同现）吉凶，圣人象之。
”“天”意呈道理，“圣人”效之、则之以创八卦。
因此，古人之艺术起源说，穷其本始，无不归之于“道”、归之于“天”，概而言之，是形而上以究
其源的。
这样一种形而上的创造说，对中国绘画、中国书法的影响颇深，因为，从其起点，就将绘画与物象的
关系疏远了，使绘画不去依傍于物象，而去追踪造化的机运，这机运便是阴阳、刚柔的变化。
所以，《易·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刚与柔；立人之道，日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俞剑华先生所说的“写生”，在西方，这是“写”生命的实体，我国古典画论则“玄释”为写造化
之生机，并不只是对物描摹。
一切实有的“器”都产生于形而上的“道”，绘画是这样，其他类的艺术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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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是书初版至今，已近二十年，此次再版，重校旧稿，恍如隔世：初版时的喜悦之情，早已淡漠，代起
的却是诸多感怀，当年撰稿时，甫过半百，现在则逾“古稀”了；能不“感怀”吗？
再者，旧说有补于当世吗？
至读完，才释然无虑、所憾，二十年来获得的不少新材料，未及补入，种种新的悟获，也未能补述：
出版在即，奈何奈何凡此，皆俟日后善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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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绘画精神体系》编辑推荐：中国文化精神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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