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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画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领域。
　　首先，它没有概念上的古今传承关系。
中国古代管中国画称之为丹青绘画，中国画这个名称，是近现代因为西方绘画的传入而名，当然这个
名字取得比较好，犹如中医中药、中国功夫。
　　其次，这个领域最容易雅俗不分，鱼目混珠，是历朝历代重文轻匠使然，又是“工匠们”话语权
的匮乏使然，还是整个民族的审美判断使然。
的确，画家们多重技巧、少重人文，煌煌数千年，找出品行高，既能画，又能说（写），还能说（写
）出许多道道的画家实在是凤毛麟角。
　　再次，当代中国画的传承方式到目前还只有两条通道。
一条仍然是“茶马古道”，或青灯寒窗临摹自学，或衣钵相传、师傅带徒弟。
一条是进美术院校学习、深造，从几何素描、结构素描等西画的基本造型方法学起。
殊不知这条道是人家西方人发明去跑人家西方自己车马的，一旦跑中国的车马，不是轨道不对，就是
车轮不配，反正摸索－适应－融合的三段式，想绕也绕不过去。
　　好在大多数明白人明白：文化的建构，对上苍而言，是需要时间的，而对人而言，是需要耐心的
。
　　我们姑且撇开乱世——当代中国画概念的确定恰逢乱世，也撇开新中国建国的前三十年——当代
中国画这个时段基本上属于为时代频频献花的童稚。
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社会秩序的正常化，中国画也进入了正常的发育生长期，当代中国画的艺术形
态在与西方艺术思潮，与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一次又一次的双向碰撞与混合揉搓中，已经发生了差异
巨大的质的变化。
如果用“人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来套现，那么，此时的“中国画”已经不是彼时的“中国画
”了。
由是我们萌生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梳理与总结在当下文化语境下中国画在嬗变过程中的一些探索
成果，多角度地对频频出现的新的中国画笔墨语言进入理论分析与探讨，未尝不是对中国画一这门中
国特有的艺术样式的一种有意识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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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画出令人欣赏的中国画，已经了不起了，而能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且
能把思考的结果总结、归纳、展现，把不可说的奥秘说出，让更多的人受到影响，就更加了不起了。
     田黎明有关中国画教学的思考立足点非常令人信服。
他在文中不断放大中央美术学院的基础教学强调两个基础——文化基础和绘画基础，比较完整地解决
了“文人画说”的“匠心画说”的问题。
他还再三借鉴了“意象”这个词，汲取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精华，从自己的教学实践出发，从自己的切
身感悟出发，把临摹课、创作课、教学传统、写生空间、文化体验等等个中奥秘和盘端出，应该是让
人“开卷有益”的。
     艺术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中国画也是一个永远表达不尽的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画可以不是一种技巧，可以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态度。
正是这种严肃的、活泼的、认真的、诙谐的、调侃的态度，决定了中国画世界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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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黎明，1955年出生于北京，1989年考取卢沉教授研究生，199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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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辈的教学体会，我在水墨人物画写生教学中所理解的课程内容主要从写实人物的具象造型，把
握对象的结构、特征、特质；同时在造型和笔墨造型上，逐步体会“以形写神”，进而走到形神相守
与“迁想妙得”合二为一的以形写意的过程，体会一种“看形思意”、“以意取象”的过程。
“形”既尊重客观，也强调主体感受的意象所在。
明代画家沈周《听蕉记》清晰地论述了“看形思意”的过程，当“意”被感知或被引入造型中，神韵
即显出。
“写神”既写意，它借助于意象文化，也尊重于客体与主体所存的气韵与心性文化。
这里一方面根据个人的基本功与笔墨积淀，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笔墨的一种体验，需要我们在学理上
下很大的功夫来认真学习。
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功：一个是掌握人物结构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包括对解剖知识的理解，是一种
比较严谨科学的理解方式；一个是把人物的结构基础放到传统文化理念与当代文化理念中来体会，同
时也放到人性中来思考——为什么要画人物？
画人物的目的何在？
在表现人物当中，学习的基本方法应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或准确度？
这里面就引申出关于准确的问题：一方面是结构的准确、解剖的准确；一方面是关于意象的准确。
意象的准确是以文化的准确为方位的，只有在体会两个准确过程中，才能逐步把握造型中的“形神相
守”与“迁想妙得”。
所以在人物的结构基本功当中，我想关于准确这两个字的含义，是需要多下功夫去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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