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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技”、“图”、“史”，多角度探讨不同时期线的风格演变，考察线所担当的工写两极
不同时期所运用的物理质材与技法，同时对图式演变进行检验分析，并对不同时期的风格语境进行解
读总结。
通过一种“文化诗学”式的综合考察，把跨学科、多视觉的观念融汇于比较艺术学的研究之中，在研
究中实现理论、批评与作品、艺术文本互见。
　　本书论述的主线是线意志——线——线性——弧线——圆线——线道——线体——线描——白描
画——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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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中国美术创作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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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问题产生——线意志——课题定着白描画是中国画线的最高形式，但是当下越来越少人在从事其
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
因此系统地研究中国画线的问题，便成为现代中国画线意志不可跨越的门槛。
第一章 智慧与脆弱——线——古文明共性摆在原始人类面前最大的困惑是自然神秘的力量。
对这种神秘力量的畏惧及无奈，体现了原始人的脆弱，而对这种神秘力量的敬仰及崇拜所产生的行为
形式却体现了原始人的智慧。
用线是所有古文明的共性，就像人类少儿期有许多共性一样，书画同源也并非中国古文明所独有。
古文明对时空的认识是宗教的、科学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并且各类认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而表现是依于认识的。
随着认识的发展，表现也发生变化。
第二章 希腊的立体——线性——中国的平面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艺术家描绘三度空间，而催生出西
方古典艺术。
从此立体就是西方绘画的主角，当然，以后的历史也曾有过线的选择，以及再后来的多元局面中有线
的光辉，线的细流在画史长河中从未断过。
相反，中国由于“时空合一”的终极命题，线从原始的应用功能到独立的审美个体出现了第一次飞跃
。
而民族基因的线性特质，使线在无限平面中描画着美的历程。
第三章 中庸之道——弧线——图式纯化中华民族个性的“中庸之道”应是纯化出弧线审美原型的思想
基础，也是线的第二次飞跃。
中庸之道的内敛含蕴，正是圆形本性。
人类与人的初始都对圆形有最早而又最深切的认识。
圆形所具有的含孕力，被中国画类推思想及概念的行为赋予弧线的审美，这是线图式纯化的结果。
第四章 一笔书——圆线——一笔画“致中和”成就中锋用笔。
中锋用笔是书法用笔千古不易的最高审美标准，也是中国画以线为本的关键。
从“一笔书”到“一笔画”是线的第三次飞跃。
中国艺术家用毛笔写万象世界，从一笔入手，用笔法合自然之法，尽笔势而反映物势，求自我最深层
的心灵节奏，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
成弧线之审美，达圆线之思哲，现入文之品味。
第五章 精神圆逸——线道——内置功用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传统，正说明这种内置功用与
德治这一文化基因一脉相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济天下、善其身都是自我修养的结果，修身也是为了济天下，退而修身的归隐，是政治内置功用。
但归隐所产生的精神圆逸，无济天下所用，因而置放于文艺，从而使元代隐逸之风成就文人画发展高
峰。
内置功用所需的空白放逸，就像德治需要人本的自由空间。
不管内置之“道”是具体的教化作用，还是宏广的生命之道，在长时间的文化沉淀和群体体验当中均
得到逐步的累积，而通过既渊源又不断融合新个性的形式迹化出来，其中线道发挥了载体的重要作用
，并推进线的第四次飞跃。
第六章 壁画——线体——卷轴画中国画的线体，从拙到工，从工到写，从壁画到卷轴画，又从卷轴画
到其他艺术样式，无处不彰显。
壁画用线及卷轴画用线认识有不同。
壁画的线体是弧线的功用，卷轴画的线体是弧形的精神化。
无论是壁画还是卷轴画，都是先有线体后敷色。
线是壁画、卷轴画之灵魂。
第七章 粉本——线描——自画粉本原义一方面作为中国画的底稿，是地道的“线”的图式；另一方面
作为中国画图式演变的原始文本，而成为书法式的“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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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图式自身的演变，“碑帖”不断的修正，使线描在隋唐壁画发展的高峰期形成白画。
白画与中国画各画科在卷轴画发展的笔线技法及其审美，共同促使线描朝着自成体系的方向发展。
第八章 李公麟——白描画——《免胄图》李公麟是在深知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另启法旨，独标纯洁。
我们把白描画自觉的时代称为李公麟时代。
宋画受宋理学影响，而崇尚“理”，白描画就是这“理”的最高审美理想的体现。
《免胄图》则是白描画的典范。
《免胄图》深造理窟于位置经营，化物理为画理，用笔之理“依仁游艺”，肯定而又内敛。
作为时代的“我想”，《免胄图》所表现的笔线，充满时代的“理”，而成为划时代作品。
第九章 笔——线韵——墨笔用力，墨加水，其线有韵。
在谢赫《古画品录》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绘画史上，“六法”已成为中国画至高无上的权威。
“气韵生动”便成为中国画的关键问题或者是最伟大“作品”。
笔力圆满，水墨分化，构图形神相生互动，线韵便是其共同实践的图式审美。
而暗力水韵，不但是笔墨的技术指标，同时也是新的审美图式的台基。
后记 精神——线情——人体“人就是美，人生就是悲剧美”。
是人体，还是人精神都追求美，只要身心健康，人生何处不畅快。
做学问是艰辛的，但可畅快面对，一条线的课题，能很真切地把生活串起来，其本身就是美。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中国历代年表图录绪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后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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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画从线开始，审美崇尚“骨法用笔”。
用笔发展过程为中锋——侧锋——卧笔——没笔（墨渖及肌理）。
但“骨法用笔”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时有其他用笔形式成为时代高峰（包括时下“现代没骨”的
无笔），只是后者丰富了前者，使中国画有新的形式产生。
当侧锋产生时，写意画形成；当卧笔产生时，没骨画形成；当没笔时，现代没骨形成。
　　基于以上问题，极有必要系统地研究探讨中国画线的美学与技道问题。
本书从“技”、　“图”、“史”，多角度探讨不同时期线的风格演变，考察线所担当的工写两极不
同时期所运用的物理质材与技法，同时对图式演变进行检验分析，并对不同时期的风格语境进行解读
总结。
通过一种“文化诗学”式的综合考察，把跨学科、多视觉的观念融汇于比较艺术学的研究之中，在研
究中实现理论、批评与作品、艺术文本互见。
　　本书论述的主线是线意志——线——线性——弧线——圆线——线道——线体——线描——白描
画——线韵。
线与线性：线的“世界感”不同就有不同线性之表现，线是所有古文明的共性，也印证了古文明的智
慧与脆弱。
希腊雕塑的立体是线游走于体面的线性的表现，而中国画平面是线质化于画面的弧线表达；立体是面
与面连接成线条，平面是线条分割出的面。
弧线与圆线：直线经修炼与锻造使之成为弧线，弧线完美化便成为圆线。
中庸之道是天道、人道的弧线，图式的线化符合天道人道。
圆线是书法的完满境界，也是中国画的完满境界。
线道与线体：线的精神称之为线道，线的形式称之为线体。
线道的精神修养是精神圆逸，线道的形式修炼是内置功用。
线体入壁画是弧线运用的图式化，线体入卷轴画是弧线运用的精神化。
线描与白描画：线描是统称，白描画是特指，线描的最高形式是白描画。
壁画线描图式的明确便形成白画，卷轴画线描的自觉便形成白描画。
粉本与白画都是线描，李公麟就是在线描发展的基础上始创白描画的，《免胄图》（见本书第194
～195页图18）是白描画的典范。
线韵与线意志：线韵是气韵生动的具体表现，线意志是中国画的本质体现。
线韵是线描自身的节奏，又是笔力墨水之操控呈现，同时也是线意志精神的实体化。
　　线性具有普遍性，人类基因链就具有线性。
中华民族拥有现今世界上最长的人类基因链。
民族基因特质的线性，使中国画的线在无限平面中描画美的历程（图9）。
线性的特点是不会断亡。
我们应该承认一种事实：线意志”’的存在，并不是唯一的，而新的中国画形式意志产生，也不能否
定线意志的实存，它是多元共生的。
这样我们就能认识中国画新形式“现代没骨”，其无笔墨并不等于中国画其他形式不用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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