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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志是为了证史。
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建设文化。
本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室的第一部教学志。
自然关系到教育者与学习者，关系到教与学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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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立军　1964年生于山东日照，自幼从外祖习书画。
199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陈绶祥先生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2000年撰写了中组部干部教材《中国艺术·书法篇》，2004年担任国家艺术科学九五重点规划项目《
中华艺术通史·原始卷》副主编。
同年出版了《中国书法全集·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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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了一下为什么要讲画法。
我们为什么要讲画法？
　　那是因为我们要画一幅画。
我们画一幅画反映的是什么东西？
上一节课给大家梳理的比较清晰了，也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我们中国人对绘画的认识观了。
　　我们对绘画的认识都是只局限于一个方式，就是静止地、孤立地看一个空间，而不是运动地、变
化地看一个世界，也不是从内外两个角度看世界。
　　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一个人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原来曾经说过，人应该有一种第三本能，这个本能就是既制约自己，又表现自己，我把它叫做文化
本能。
因为他的的确确要把自己认识的这个空间抒发出来，表述出来。
同时他又要对他生存的这个空间了解进去，记录下去。
他对这些东西，他都同时注意两个方面。
因此，一定要对自我进行克制。
第二点，要对自己进行表述。
因为我们每一个画家代表一种文化．他这种文化更主使这种表现成为有共识、有共鸣的一个现象。
打个比方，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一个小孩子，那里有一坑水，小孩子就在那个坑里面来来回回走，
他的爷爷就在一旁不停地阻拦，为什么呢？
他的爷爷阻拦的本身，既是对他的否定，又是对他的肯定。
因为人类的童年跟其他动物的童年不一样。
我们人类有一个特点，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这点。
所有的动物的幼年它都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本能，它愿意把自己隐蔽起来，不出声。
小鸡也是这样，小鸭也是这样，但是惟独人类有一个自我暴露的本能。
人类的第一声，降地时，呱呱坠地，要哭的，不哭就是死的，他就在那里拼命地表现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类特有的文化本能的表现，他既在表示自己又在制约自己。
我们人类的这种表现和制约很容易得到一个群体的认同。
小孩子你们都知道，哪个地方危险他就会往哪个地方走。
国外科学家做了好多科学实验，就是把一个小狗放在一个平面上，这个小狗它趴在那里，它不走的。
你假使把任何一个动物放进去，它一定会是蜷缩在一个角落里。
科学家甚至把一个平面都画成不同的格格，表现地面陷落，他把一个小狗和一个小猴子都放到里面，
这个小狗、小猴子它永远不会走到格格表示的仿佛是陷落区的那边去，国外做过这种实验。
但是一个小孩只要会爬，根本不理这一套，尤其是这种平面的东西。
他就爬过去。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实际上，人，作为一个种群，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是因为他有这种文化认同的本能，实际上这是文
化发展的本质原因。
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拿出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认同，自己对自己的压制，自己对自己的暴露，形成这么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作
为一个群体矛盾，它补充了一个生物生存、生活和一个种族繁衍需要的本质，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框
架，自然——社会——人这样一个框架。
自然地，他会生老病死，新陈代谢。
社会在迁延，他会婚丧娶嫁，生儿育女，他不停地往前走，繁衍这个社会，繁衍这个种族。
但是作为人自己呢？
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个体呢？
他自己有这么一种本能，我称之为文化本能，这种表现形态，是自己对自身的表述和对自身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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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的表述．繁衍成表现，对自己的制约，繁衍成学习。
他制约自己，就会学习别人。
而他要表现，他就是要表述自己。
在学习和表现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人类的发展、组合和形成。
那么我们人类的表现．能得到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那个小孩子．你不叫他从水里走，你越阻止他越来劲。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也是在这种鼓励、阻止，或者赞同的状态下发展和发挥起来的。
因此，绘画的本质，它是揭示人类这种文化性的。
人的这种表述的天性，或者控制的天性，这是同时存在的一对。
　　好了，一开始，我们如何表现天性和控制天性呢？
我觉得最早开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画法。
打个比方，我们对一个东西做出判定，这个东西属于我的，我们会不会想，我们是不是有一种简便的
动作，实际上就是一画。
这个动作实际上就是，比如说他挥一挥手，摆一摆手，点一点头，摇一摇头，他的基本方式就是一画
。
因为这种方式是人类可以控制的最简单的方式。
这个一画，我们拿来的任何一件工具就可以琢出一个个痕迹”来，这个“痕迹”就是一个中国人所谓
的“画痕”。
这个痕迹就可以取得认识上的共识。
打个比方，我们养一些小鸭子．小鸭子放到那里去，或者小鸡，然后混在一块，然后每个人要把自己
的小鸡认出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随便拿个笔，拿一点墨，或者拿一点颜料，涂在自己那些小鸡、小
鸭头上，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有意味的形态，这个意味大家都很容易认得出。
那么我们是否能把这种一画来回地重复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涂。
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如果是来回地画，我们就叫涂，就是重复地，来回地这样画一画，再这样画一
画。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做绘。
这个绘是根据我们绣花的原理，这个绘是用丝这个偏旁，加上一个会，会议，会不会，能不能的会。
因为你在用丝来表示颜色。
我们早期的人，最早是没有穿衣服的，那是肯定的，后来我们人会穿衣服，或者在身上加上某些装饰
品，这个装饰品，我们要做一些固定的标识来表示这个人的身份、位置、要求等等。
加标识的这些部位，往往是人类最没有表情的部位。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遮蔽的文明》，提出过服饰起源的一个假说。
服饰起源的假说恰恰是要加强人这种本能的表现，他才选取　　服饰的。
我们现在大家对服饰起源的研究，总是说服饰是为了劳动或抵御野兽，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的所有的原生民族，已发现的所有的装饰部位全部都是最不需要运动的部位，也是最不可能
保护的部位。
人最开始需要保护的部位应该是双脚和双手，那么最早保护人类的服饰最早出现的应该是手套和靴子
，但实际上不是，这些东西是最后才出现的。
有些人说人类最早出现的饰物，项链这些东西的位置都是不需要劳动，更不要劳动保护的。
后来我们发现在原生的民族中间，往往是他们的腰部、肩部、手腕、脚腕、脖子这些最没有表情，不
可以用表情来表述自己的目的与期望的部位．却都有饰物。
因此从服饰的起源角度来看，它实际上也是出于制造这种文化的本能。
这些地方没法表达，那么我们就用服饰去表达。
⋯⋯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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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为中国画文库系列之中的一本。
本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室的204-2005年度国画教学志，关系到教育者与学习者，
关系到教与学的互动。
陈绶祥先生是国内外享誉的文化学者，著名的美术理论家、书法家及文物鉴定家、美术教育家，其个
人专著与画集十余种，其中《文心万象》、《素质教育在中国》、《遮蔽的文明》、《国画讲义》已
多次再版，广为人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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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画教学》为中国画文库系列之中的一本。
《国画教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室的204-2005年度国画教学志，关系到教育者与
学习者，关系到教与学的互动。
陈绶祥先生是国内外享誉的文化学者，著名的美术理论家、书法家及文物鉴定家、美术教育家，其个
人专著与画集十余种，其中《文心万象》、《素质教育在中国》、《遮蔽的文明》、《国画讲义》已
多次再版，广为人知，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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