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藤、雪个、大涤子（石涛）

之 画 ，能 纵 横 涂 抹 ，余 心 极 服

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

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

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余想

来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惜我不

能知也。（五十八岁《老萍诗草》）

见古人之所长，摹而肖之而

不夸；师法有所短，舍之而不诽，

然后再观天地之造化，来腕底之

鬼神，对人方无羞愧，不求人知

而天下自知，犹不矜狂，此画界

有人品之真君子也。（与胡絜青

论画）

夫画道者，本寂寞之道。其

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

从事于画。见古今人之所长，摹

而肖之能不夸；师法有所短，舍

之而不诽，然后，再观天地之造

化，如此腕底自有鬼神。（一九四

三年对胡橐语）

古之画家，有能有识者，敢

删去前人窠臼，自成家法，方不

为古大雅所羞。今之时流，开口

以宋元自命，窃盗前人为己有，

以愚世人，笔情死刻，尤不足耻

也。（六十岁前后自记）

画家不要（以）能诵古人姓

名多为学识，不要（以）善道今人

短处多为己长。总而言之，要我

行我道，下笔要我有我法。虽不

得人欢誉，亦可得人诽骂，自不凡

庸。（一九四三年题邱石冥画展）

艺 术 之 道，要 能 谦 。 谦 受

益。不欲眼高手低，议论阔大，

本事卑俗。有识如此数则，自然

成器！（一九四六年对胡橐语）

画中要有静气。骨法显露

则不静，笔意躁动则不静。要脱

尽纵横习气，要有一种融合之气浮

动于丘壑之间。（与郭味蕖论画）

吾画不为宗派所拘，无心沽

名，自娱而已。人欲骂之，我未

听也。（七十一岁诗题）

我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

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

（白石老人自传）

我在壮年时代游览过许多

名胜，桂林一带山水，形势陡峭，

我最喜欢。别处山水，总觉不新

奇，就是华山也是雄壮有余秀丽

不足。我以为，桂林山水既雄壮

又秀丽，称得起“桂林山水甲天

下”。所以，我生平喜画桂林一

带风景；奇峰高耸，平滩捕鱼，即

或画些山居图等，也都是在漓江

边所见到的。（与胡佩衡论画）

作画贵写其生，能得彤神俱

似即为好矣！（题画）

你不要只注意学我的皮毛，

而要多钻研，自己多写生。然

后，再 创 造 发 挥 才 对 …… 要 记

住：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对胡

橐语）

郑板桥云：“凡吾画竹，无所

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

影中耳。”余亦师之。（画竹题记）

白龙山人画册中有此猫，余

临之不能似，世之临摹家老死无

佳画可知矣！（画猫小稿自记）

二十岁后，弃斧斤，学画像，

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只有

鳞虫中之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

敢为也。（白石小传自记）

有画展，要去看。有好画，

更要多看、细看。见的多，学的多，

自己才能画出好画。（对于绍语）

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

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

（白石老人自传）

蜀 中 张 伟 良 善 画，尤 喜 画

牛，卧者、立者，食者、耕者，皆毕

肖。生平画牛数千头，无一相同

者。为人画以头计而论资，不计

幅之大小。一日画斗牛，态怒，

角相触，尾高举，奕奕如生，自谓

为 得 意 之 笔 。 见 者 亦 谓 为 神

品。适一农夫过其家，见而笑

曰：非佳作也。张怪问之，农夫

曰：吾非解画也，乃习见真牛者，

牛斗时夹尾于两股，壮夫数人，

曳之不出，今先生所画，牛尾高

举，吾是以知其非佳作也。张嗒

然若失，自此不复画牛。（六十八

岁前后自记）

余自游京华，画法大变，即

能知画者，多不认为老萍（白石）

作也。（五十七岁题画）

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

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淡，此

三变也。（六十六岁题画虾）

人家都喜欢我画的虾。可

是，这几笔虾也是经过几十年长

期工夫才能得其精神的！（一九

四六年前后对胡橐语）

余画小鸡二十年，十年能得

形似，十年能得神似。（对胡佩衡语）

我是学习人家，不是摹仿人

家，学的是笔墨精神，不管外形

像不像。（与胡橐谈临摹）

不要学习人家的短处，更不

要把人家的长处体会错而变成

了狂怪，因而，就误入歧途！（一

九四六年白石嘱胡橐语）

作画用笔不可太停匀，太停

匀就见不出疾徐顿挫的趣味。

该仔细处应当特别仔细，该放胆

的地方也应当特别放胆。（与胡

橐论画）

一般人作画用墨和用色的浓

淡不讲究，水碗与瓷碟不干净也

不注意，以致用水调墨调色不是浓

就是淡，或是色彩不鲜明，我作画

时就绝不是这样。（与胡橐语）

我的诗，写我心里头想说的

话，本不求工，更无意学唐学宋，

骂我的人固然很多，夸我的人却

也不少。从来毁誉是非，并时难下

定论，等到百年以后，评好评坏，也

许有个公道。（白石老人自传）

（摘自《谈艺集——全国文

史研究馆馆员书画艺术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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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精品 打造品牌 注重交流

画院积极探索各自模式
本报记者 李百灵

日前，“2012 年首届昆明美术

双 年 展 —— 云 南 优 秀 美 术 作 品

展”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幕，汇集了

云 南 省 老、中、青 三 代 知 名 画 家

的 150 余幅精品，迎接龙年的到

来。据云南画院院长罗江介绍，

今年启动的昆明美术双年展，旨

在 办 成 全 国 知 名 乃 至 国 际 性 的

美术盛会。

2011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国美术事业

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新

的一年里，如何借文化的东风发

展壮大，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提

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很多

画院思考的课题。为此，各地画

院因地制宜，提出新思路，制定新

目标，铆足了劲往前冲。

突出自身特色

著名学者、博物馆专家杨仁

恺曾说过：“画院是发现和培养创

作人才的艺术院团，是潜心研究、

积累提高创作水准，是生产精品

力作的公益性专业单位，它代表

了一个地域美术研究，美术创作

面貌、风格、水平。”我国画院众

多，如何办出各自的特色，从中脱

颖而出？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认

为，画院的创作和研究最好能深

深地扎根在自己本土地域，画出

自己的特色，应该有各自艺术上

的追求，不要都办成一个样子，这

样各省画院才能有各自的模式，

才能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齐白石作品收藏及研究是北

京画院的特色之一。2012 年，北

京画院将加深对齐白石艺术的研

究和挖掘京派绘画的学术价值，

成立“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

和“京派绘画研究中心”，从艺术

家个案与美术界整体两个层面分

别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对齐白石

以及京派关键人物的研究空白给

予有效补充。此外，北京画院还

将 继 续“ 北 京 意 象”艺 术 创 作 工

程，今年将组织画家赴平谷写生。

为 了 弘 扬 中 国 传 统 书 画 艺

术，进一步保护和宣传非物质文

化遗产，云南画院 2009 年启动了

“非遗画忆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术创作工程，为期 5 年，以绘画

形式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

作品每年展出一次。云南画院院

长罗江表示，今年将继续做好这

项工作，“这对于保护云南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非常有意义，我们的

画家热情高涨，创作了很多优秀

的作品。前两年主要是我们院画

家自己在做，今年将邀请省外知

名画家参与，使得云南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更深更广的展示。”

云南画院在艺术研究方面也

有所侧重，罗江说：“我们在收藏、

研究和创作时都主要针对云南本

土画家进行，希望能够更好地传

承和传播云南的文化艺术。”

广州画院近年来常常组织画

家赴其他省市写生，今年将目光

回转到了本省。广州画院院长方

土 说：“ 以 前 我 们 更 多 地 是 走 出

去，现在我们要关注自己，而且一

些年轻的画家更应该对本地风土

人情加强了解。”

打造品牌展览

办展览可以展示画家作品、

画院藏品，有助于院际交流，通过

向公众展示成果，也可以提升画

院的社会影响力。

自 2005 年以来，北京画院推

出了“北京画院秘藏齐白石作品

系列特展”和“20 世纪中国美术大

家系列展”，如今这两个展览已经

成为中国美术界的品牌展览。据

北京画院副院长袁武介绍，2012

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将继续完善

这两个展览，推出“北京画院秘藏

齐白石作品系列特展——三百石

印”，以篆刻印章为主题向社会展

示齐白石的治印艺术。“20 世纪中

国美术大家系列展”将推出钱松

喦、宋文治、石鲁、张仃、赵朴初、

张光宇、蒋兆和、李可染共 8 位艺

术家的专题研究性展览。

2012 年，广州画院迎来了画

院 30 周年。据方土介绍，画院将

于年底举办一个院内优秀作品展

览。“30 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我

们收藏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

今年，我们不仅要展览，还会出版

一系列著作，比如优秀作品集、文

集、文献等，展示画院的学术研究

成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今年是中德文化年，为此广

州画院将于5月份在德国举办一次

展览。方土表示，希望德国人可以

从画中欣赏到岭南的美丽风光。

成都画院将推出“中国大城

市画院学术年会（第二回）暨‘笔

峰——中国大城市专业画院学术

联展’”。据成都画院院长王民平

介绍，第二届年会将以“专业画院

在城市文化进程中的作用”为主

题在石家庄举办，邀请著名理论

家和国内多家画院参与。目前策

划方案已初步成型，各项准备工

作也在紧张有序地展开。

加强公共教育

中国的画院体制历史悠久，

是 传 承 民 族 艺 术 瑰 宝 的 重 要 机

构。新时期的画院承担着为人民

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也把开展美

术教育作为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

一年一度的新春雅集是浙江

画 院 惯 用 的 迎 接 新 年 到 来 的 方

式，名家书写的“福”字都送给了

当 地 百 姓 。 浙 江 画 院 院 长 孙 永

说：“ 作 为 一 个 公 益 性 的 学 术 单

位，浙江画院现在越来越重视以

实际行动来开展‘文化惠民’的工

作。我们的画家想把他们的作品

挂 到 更 多 普 通 老 百 姓 家 里 的 墙

上。”

孙永透露，除了新春送字画

给老百姓、艺术下基层等活动，他

们还正在策划更多的公益活动，

集合更多艺术名家的力量，开展

下基层、走进地方画院、结对子等

活动。

为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

北京画院及美术馆则将在新一年

中继续开展“打开艺术之门——

小画家夏令营”儿童艺术教育活

动。此外，北京画院将结合展览

继续开展公共讲座活动，以满足

公众对齐白石以及 20 世纪中国美

术历程的知识渴求；联合中小学、

艺术院校、艺术机构等，开展美术

馆展厅课堂活动等。

成都画院除了继续两个公益

性讲座品牌“画院论画”和“讲艺

堂”之 外，还 将 走 出 画 院 和 美 术

馆，举办“美术书法到基层”活动、

“高雅艺术进社区”活动、“文化艺术

进军营”活动和“传统书画进校园”

等等，向成都百姓普及艺术知识。

各地画院纷纷走出本省，走

出国门，与兄弟画院、国内外画家

交流互动，共同探讨艺术发展规

律及当今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

如，北京画院将在去年画院画家

赴西藏、广西采风活动的基础上，

举办“西藏、广西写生展”。云南

画院计划举办一次国际性画展，

邀请西南边陲邻国的美术馆藏作

品来展览……我们相信在新的一

年里，我国的画院体系在国家文

化强国的战略指引下，一定会有

新发展、新收获。

论 画 散 录
齐白石

自从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

都是当代史”后，人们认识到，历

史学家总将自身立场不自觉地融

入历史叙述，纯粹客观的历史并

不存在。进而，在后现代思潮启

发下，传统历史研究突破了单一

框架，很多被“宏大叙事”忽视、压

抑、掩埋的历史现象，如日常生活、

底层人物、突发事件等等，一一浮

出水面：历史终于不再是某条单一

方向的必然道路，而是一幅幅重叠

交叉、绚丽丰富的画面，充满了我

们可以触摸、感受的细节，恢复了

嘈嘈杂杂的原生态——正襟危坐

的历史，眉目表情生动起来。

艺 术 史 作 为 历 史 的 一 个 分

支，发展道路也不例外。传统西

方艺术史，堪称西方政治经济史

的孪生兄弟，叙述路线从意大利

溜到英法，又从巴黎转至纽约，一

路追随政治经济中心的迁移，表

面上是艺术理论与价值判断的必

然趋势，骨子里却是各国政治经

济实力的比拼——可见，艺 术 史

从 来 不 仅 仅 是 艺 术 的 历 史 。 中

国古代绘画史亦如此，虽与政治

经济形势的联系略为隐晦，却一

直 掌 握 在 中 国 特 有 的 文 化 特 权

阶层——文人士大夫手中。自从

董 其 昌 的“ 南 北 宗”说 法 出 现 以

来，自从有了“行家”“利家”之分，

明之后的中国古代绘画史与论，

几 乎 就 成 为 文 人 画 史 论 的 代 名

词。文人画家，无论诗文还是绘

画，目的均在言志养性，自然对画

匠以画谋生的作品不屑一顾，即

使身为词臣，对奉命应诏之类以

邀得“圣宠”为目的的创作，也难

得 多 说 。 我 们 无 论 查 看 古 人 画

论，还是研读今人著述，文人画之

外的研究很少见。如果说中国绘

画史是一处园囿，那原来这园囿

里，仅有“文人画”这一物种繁茂

昌盛，其他地方则荒芜贫瘠。好

在新的史学方法让我们认识到，

这种贫瘠是在某种特定观念束缚

下历史叙述的贫瘠，而非创作的

贫瘠，只有打破这种束缚，美术史

才会呈现新的面貌和勃勃生机。

因此，李湜《紫禁丹青——清宫绘

画的创作与收藏》一书对于清宫

廷绘画以及紫禁城藏品的研究和

论述，最大的意义是为我们打开

了传统艺术史紧闭的一扇窗，展

示 了 窗 外“ 紫 禁 丹 青”别 样 的 风

景，这风景新鲜生动，丰富多彩，

人物、作品、故事交织缠绕，空间、

制度贯穿其中，构建了纷繁复杂

而又立体饱满的清宫艺术世界。

《紫 禁 丹 青》结 构 分 为 三 部

分，上编为“紫禁城的绘画创作”，

介 绍 了 宫 廷 绘 画 的 五 类 创 作 主

体；中编为“清代画院制度”，涵盖

画家等级、奖惩、审查制度、钤印

落款等；下编为“紫禁城的绘画收

藏”，涉及清宫旧藏绘画的真伪、藏

地、流传等。近年来，宫廷绘画研

究论述渐多，突破了文人画研究的

一统天下，已经小有成就，而本书

中不少篇幅，又为清代宫廷绘画研

究领域填补了诸多空白。例如，乾

隆皇帝和慈禧的绘画创作以及代

笔情况，宫掖女画家群体、清中后

期如意馆画家情况、清代画院的

审查制度、清宫旧藏的流散与收

集，等 等，都 是 清 代 宫 廷 绘 画 研

究中尚未涉及的内容，作者在广

泛 收 集 资 料 和 作 品 分 析 的 基 础

上，清 晰 勾 勒 其 面 貌，做 了 开 创

性的论述。

本 书 的 写 作 方 法 也 颇 为 独

特，作者并不追求以某条主线或

脉络统领，而类似于中国绘画中

的散点透视，移步换景，从不同角

度切入。这种看似散漫的写作，

却展现了传统艺术史不曾拥有的

新颖视角。例如，在介绍清宫旧

藏的重要作品时，作者不是以时

代、风格、流派等传统方法论述，

而是采用了《石渠宝笈》的记载方

式，将作品置于乾嘉时期紫禁城、

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地具体的存

储空间中，如养心殿、御书房、乾

清宫等等，在介绍作品的同时，也

阐述了各宫殿的建造历史和使用

功能，初步尝试将建筑空间与绘

画作品综合研究的可能性，启发

了 读 者 继 续 拓 展 和 深 化 这 一 思

路 。 例 如 ，某 个 空 间 的 用 途 如

何 ？ 某 个 作 品 为 何 会 置 于 此 空

间？有何意义？主人对作品的态

度如何？作品有没有被移动，为

什么？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必须打破绘画史长期以来风格

论研究的孤立状态，与社会史、文

化史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建

筑与作品复原成一个活生生的文

化艺术与生活空间，通过绘画作

品的保存观赏，看到宫廷艺术活

动、审美倾向、文化素养等诸多问

题，更生动地描述紫禁丹青的各

种生态环境。

除填补空白、角度新颖外，本

书的另一大特色，是诸多珍贵一

手资料的整理、引用和披露。作

者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大量接触原始档案和院藏绘画作

品，论述字字有据，作品分析依据

原作，具体而微，令人信服。书中

引用的许多文字资料，特别是清

中后期如意馆画家的文字资料，

多源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造办

处档案，作者用几年时间，一一翻

阅查找搜集而来，是迄今为止此

领域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更是

进一步研究绕不开的史料基础。

而书中大量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

绘画作品，也是首次发表，展示了

许多鲜为人知的皇室画家以及宫

廷画师的创作特征与整体风貌，

对于研究与鉴定弥足珍贵。

《紫禁丹青——清宫绘画的

创作与收藏》既展现了清宫绘画

艺术多姿多彩的风貌，又让我们

感受到新的历史观念下的研究思

路与方法创新的成就。美术史的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作为读者，在

惊喜之余，真要为那些被历史的

尘 埃 所 埋 没 的 美 丽 画 卷 一 一 展

现，而鼓与呼。

《紫禁丹青——清宫绘画的
创作与收藏》

李湜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

1月版

“悲壮淋漓，文如其人，且令

天下后世负才不遇者读之，一齐

下泪。”清代林云铭如是评价袁宏

道的《徐文长传》，我在看此文时

也欲哭欲愤，我虽不才但也经历

过许多生存的艰辛，故掩卷而悲

尤甚。

生死有命天注定，这“天”就

是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的特定生存

时段中的诸多因素，还有与自己

秉性、追求的矛盾反差。人常说

“生不逢时”可能就有点天才的命

运必逢多灾多难吧，也会有超越

当时的认知而使人无法接纳的原

因。尽管坎坷穷苦，却不耽误天

才留下许许多多宝贵的艺术精

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会

无意识地把生存艰辛的感受与悲

愤的怨气在作品里发泄出来，我

们在欣赏其艺术成就的精华之

外，也会看到他的作品图式里的

笔墨遗憾和痛苦、无奈。

徐渭（1521—1593）是中国文

化史上一个天才艺术家，其书法、

写意绘画、诗词、文章、戏曲无一

不精，这样的天才命运如此多舛

恐怕也是历史上少见。8 次乡试

无一中，曾做总督幕僚，因政局变

幻 而 致 精 神 失 常 ，自 杀 多 次 未

果。后疑伤妻而入狱，获释后生

存艰辛。友人相助旅游作画，直

抒 胸 臆 ，学 养 的 深 厚 使 他 画 作

条框较少，天才的特征就是以才

情挥洒，用心性入画。“戏作书，

笔 意 奔 放 如 其 诗 ，苍 劲 中 姿 媚

跃出……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

皆超逸有致。”（《徐文长传》）连齐

白石也甘心做“青藤门下狗”，可

见他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

的巨大影响。

我不想重复以往论述徐渭的

那些褒扬老调，而是从直观画面

的角度谈谈一己的感受，说明徐

渭的悲愤与尖刻之笔痕既是一个

人情感的发泄，也包含着“晚年愤

益深，显者至门，或拒不纳”（《徐

文长传》）的高傲孤僻。

《杂花卷》的梅花图局部可以

说是徐渭艺术美感与人格的自我

写照，刚毅劲拔有余，柔韧妩媚略

欠，尤其是那斜横的枝干，感觉到

他内心的贫瘠感。画面左角的笔

画较凌乱，似乎有些茫茫然的不

知所措。

《水墨花卉卷二》虽然奔放大

气，可潦草、单薄的泼墨技巧弱化

了物象形体、空间的浑厚感，尤其

是荷花的寥寥数笔，视觉上有点

草率且过于随意了，足见其才气

过剩，稳健不足，可能与他生存飘

零的不安有点关系吧。

《水仙图》看上去挺好，把竹

子、水仙凑合在一起，也有雅致潇

洒的韵味，但没有宽厚与苗条的

形体之对比，反而使画面的飘逸

过头而缺乏了质朴大气的豁达

感。

《雪蕉梅竹图》的局部显示了

他性格里的缺陷，大刀阔斧的憨

直用笔表现芭蕉的叶片，背景的

淡墨铺染留白，使画中物象有了

前后的关系，问题就在于留白的

形状尖锐，使我联想起他拿锥子

刺向自己的耳朵侥幸未死的情

景；画中穿插的梅花因过于小弱

而缺乏妩媚的美感，这样的画面

效果不能使我们在看画时心情放

松下来，我不喜欢这张画，苦寒过

多就叫人难以忍受了。

……

袁 宏 道 在《徐 文 长 传》里 用

“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

文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

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8 个

奇字描述了徐渭的多才多艺，老

天给了他这么多的艺术灵气，可

是老天又不开眼，让他的人生处

处都充满了坎坷与荆棘，“不得志

于时，抱愤而卒”。

再现清宫的艺术世界
刘 辉

艺术书架

温故知新

尖
刻
的
徐
渭

杨
云
祥

博客选登

扁豆（国画） 齐白石

徐渭《水仙图》

画院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