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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小喜爱文学艺术，当然主要是为了得到乐趣。
不过，既然喜爱也就希望逐渐提高欣赏的能力，然而这并不容易。
试以数例来说明：先说听京戏，这我从小就喜欢，连带着也就爱看谈戏的文章。
这些文章凡谈到唱腔必涉及韵味，谈到武戏则必涉及动作干净漂亮。
然而，什么是“韵昧”，什么是“干净漂亮”，我却无所感觉。
于是向人请教。
名票某先生给我又唱又比划，讲了半天，我仍然无从体会。
最后他说：“你只要多听多看，自然就知道了。
”这话没错。
我后来听得多看得多了，果然也就知道了。
然而却经历多年才得到这个结果。
其次是篆刻，这也从小就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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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欣赏之旅》内容分为主要三部分，分别从艺术欣赏的理论、书法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以及
艺术问答这三者来对艺术欣赏做了一个概括，给读者指明了一条艺术欣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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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开诚，1932年生于江苏无锡。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
后调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土生导师，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兼
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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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艺术欣赏之旅（代序）技道功艺术欣赏是一种学习“单课独进”与“一通百通”说“气”说“韵”说
“味”诗与文化随想学诗闲谈古诗用典谈录读古代诗书画论札记说“意在笔前”漫谈书信文学臆谈“
鲧禹治水”文艺创作中的善恶之报闲谈“江湖”及其他书法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书法艺术的功力与情性
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再谈书法艺术与传统文化“现代书法”讲录漫话招牌书法艺术书法艺术答问漫谈
京剧流派的形成漫谈京剧创新谈京剧唱腔的“韵味”“艺术默契”与京剧的伴奏电视情节剧创作答问
体验与表演通感与艺术欣赏答问灵感二题谈谈艺术默契略说悬念文学创作与心理平衡高雅与通俗含蓄
与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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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庄子·养生主》中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故事，就是“庖丁解牛”，说庖丁（厨工）为文惠君（即
梁惠王）解牛，使起刀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文惠君赞叹道：“嘻，善哉！
技盖至此乎！
”庖丁答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这样就提出了“技”与“道”的问题。
人们都认为“道”就是法则、规律；个体对法则、规律的认识属于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则是可以用
抽象概括的符号（如语音、文字）来表述并传授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然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倘若认为通过抽象符号而接受的“道”，只要在道理上完全认同了，充分
理解了，便能够在创作中由“技’’入“道”，臻于化境，这却是办不到的。
庖丁所说的那种“道”，是始终与实际操作相联系的，是由高度熟练的实践而进入“自由王国”的。
这种“道’’倒不一定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述；或者虽然在道理上懂得了，也还要在用于实践时再经过
一个“飞跃”，才能在实际操作中显出成效，取得实绩。
对于这种情况，苏东坡说得最为明白。
他说画家文与可教他画竹之道，“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
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
这里所说的“不学”，不是指没学过道理，道理是已经很懂了；只是操作实践不熟练，欠功夫，所以
“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
苏东坡还写了一首与此相关的诗：“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
”可见，苏东坡是把文与可画竹同“庖丁解牛’’等量齐观的，所以他叹惜当世已无庄周，没有谁能
懂得文氏画竹之“神”。
任何人学艺，如何才能由“技”入“道”，乃至神乎其技？
对此，中国人历来强调一个“功”字。
“功”是中国人做任何学问、学任何本领都十分强调的一个特殊的概念。
它的字面解释可能很简单；但与“技’’相比，它的内涵却既有复杂性，又有模糊性。
为什么说有复杂性？
因为粗略地看它就包含“时”、“力”、“绩”、“效”四种因素：“时”是练功所用的时间，练得
正确，“功”就与时俱进。
“力”是练功所用的精力（包括体力与脑力），“功”“力”并称，正说明力的投入与功的增长成为
正比；当然也要练得正确才行。
“绩”是练功取得的实绩或成就，也就是能够自我感知的练功结果，这结果一点点积累起来，便是“
功”的长进。
“效”是“绩”的客观效应与效验。
自我感觉“功夫长进”了，还不算数；必须用于客观实践而取得预期的效果与积极的反馈，这才是真
正有了功夫的长进。
那么，为什么说“功”的内涵带有模糊性呢？
因为“功”的内涵虽大致上包含“时”、“力”、“绩”、“效”四种因素，却又不是四种因素的简
单结合，而是它们的浑成“化合”；至于化合的过程（即如何化合）乃至化合的结果（即化合成什么
）却又无人能确切说明。
因之也就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准确的“配方”与“工序”，来保证必定练出“功”这种“化合物”。
“功”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还尤其表现在练功过程中所必须增入的“添加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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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陆游在《劝学》的诗中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此诗实际上已涉及“时”、“力”、“绩”、“效”四大因素，说得很好。
但他在教儿子学诗时却又说：“汝果欲作诗，工夫在诗外。
”对作诗之“功”来说，这“诗外”的工夫显然便是“添加剂”了。
“添加剂”究竟是什么，无法说得清楚与周全，所以说“功”是一种极为模糊的“化合物”。
这“化合物”虽然模糊，却相当厉害。
比如中国武术有两句话，叫“拳不敌力，力不敌功”。
“功”的厉害，就因为它不是拳技与力气的简单相加，而是另有“添加剂”，因而成了“合金钢”似
的“化合物”。
其中最为重要的“添加剂”，就是除了“外练筋骨皮”之外，还要“内练一口气”，即所谓“内外兼
修”。
中国人练武功，竟然在千百年前就强调以“内功”为基础，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
在“内功”中，除了属于“气功”方面的修炼现在还带有神秘性外，至少那些属于心理素质的种种锻
炼，其重要性已为现代科学所证明。
任何运动员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绝不能取得优异成绩的。
言归正传说到文学艺术创作，现在存在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者可以说是“技道分家少功夫
”。
这就是说，搞创作的人对技巧还是重视的，但练“功”练得不够，这不够并非都由于不努力，有些乃
是因为缺乏或不善于吸收“添加剂’’（主要是文化素养与生活阅历）；因而练不出漂亮的“化合物
”，即“绝活”。
因此搞创作的人不能由“技”入“道”；只得把“道”让给理论家。
但理论家的“道”，一般都是从语言文字的传授中获得的，或者是在苦思冥想中产生出来的，他又只
能通过语言文字传给创作者。
因此即使说得有道理，听了有好处，也仍然只能使创作者“心识其所以然”，一经操作，还是会“心
手不相应”。
谁想在创作实践中由“技”进于“道”，还是跳不过苦苦练“功，这个必要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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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们的生活不能缺少艺术，物质生活的满足不是人类唯一的需求，我们每个人都会渴求精神生活
上的充实与提高，人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艺术欣赏的需求从来不曾断缺过。
现在，就让我们随着金老的脚步，慢慢步入艺术欣赏的殿堂，去体验文学、书法、戏剧等等带给我们
的美感，去体验和感知这个世界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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