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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与色彩(据魁夷手记)    东山须美    日本列岛南北狭长、气候温润，日本的风景因而多姿多彩。
色感柔和，自然纹理细腻——有别于在大陆干燥空气中看上去鲜明的景物——即使美术作品也是如此
。
既有大和绘的优雅和水墨画的枯淡，又有如等伯、宗达、光琳那样，同一画家留下不少彩色画和水墨
画兼而有之的作品。
日本画的色彩，自古以来最常用的有“群青”与“绿青”两种。
乃是以孑L雀石粉末制作的矿物颜料，颜色固然相当鲜明，但并不给人以华美之感，有的是沉稳与深
厚。
如日本海，我认为其颜色即是“群青”与“绿青”，而那其实意味将“群青”与“绿青”混合后得到
的微妙色感。
以前画的新宫殿壁画《晨潮》，便是由“群青”与“绿青”这种矿物颜料相当粗的粒子混合而成的浓
彩画面。
    最近完成的唐招提寺御影堂障壁画也画的是山与海，用的同是“群青”与“绿青”。
但选择的是细粒子，并且不是拿来就用，而多少烧了一下，使之呈现古雅色调。
    我的许多作品都以青色为基调并以此统一，也可以将青色世界视为我的特质。
而且，我认为青色在性质上能够顺利往水墨世界过渡。
可是，对于战后始终以大和绘彩色技法为基础不断一层层涂抹矿物颜料的我来说，理所当然，完全以
墨色绘画绝非易事。
每次观赏中国和日本过去的水墨画名作，我都为其深远的意境所打动，使得我对水墨画的向往之情愈
发无可遏止。
但我静等时机成熟，以便以极为自然的形式创作水墨画。
    现在，我终于向水墨画迈人一步。
我希望日后沿这条路走得更深更远。
不过，我无意丢弃色彩——古云“墨有五彩”。
    我甚至有一种预感：水墨画创作将使我面前出现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色彩世界。
    (选自一九七○—一九八○年创作唐招提寺障壁画期间的魁夷手记。
东山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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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色风景》是东山魁夷画文集色之风景三部曲之一。

     翻开《青色风景》一书，围绕青色世界的憧憬之旅，让我们与画家在色彩的丛林中同度静谧的时光
。
青色风景，橙色风景，以及白色风景。

    《青色风景》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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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东山魁夷 译者：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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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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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片冰心在玉壶    林少华    灯下，我小心翻开东山魁夷三册风景画集：《青色风景》、《橙色风景》
、《白色风景》。
一幅幅印制精美的绘画映入眼帘：缥缈的山云，迭涌的海涛，月下的春山，暮秋的红叶，白雪莹莹，
清泉淙淙，幽篁积翠，平湖摇青，山涧，青峡，碧渊，晚照，崖，雾，晓，夕⋯⋯。
最后，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两幅画上：一色淡青中间闪出一条泛白的路，一道清溪悠悠流向远方——
《路》、《乡愁》。
    安宁、静谧、平和、温情脉脉，而又深沉、庄重、肃穆、超尘绝俗。
我被画作的意境征服了。
繁琐的日常和得失的困扰渐次远逝，屏息步入玉洁冰清的圣境。
我想，在悠扬的古乐曲声中，捧一杯清茶打开先生的画文集，恐怕任何焦躁甚至暴戾的心情都会平复
下来⋯⋯。
    那么，这样的绘画是如何产生的呢？
或者说画的背后跃动的是怎样一颗心灵呢？
幸好东山先生不仅是日本画坛的艺术巨匠，同时也是为文高手。
他在作画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清丽优美的文字。
    观赏、捧读当中，不难看出东山先生作画的过程就是对美、尤其对日本美的寻觅和发掘的过程。
他始终在思索：日本美究竟是什么？
它同西方美、同中国美的区别究竟何在？
品其画读其文，不难窥见他在这方面留下的思索轨迹。
综合起来，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传统审美意识或“日本美”一般不尚崇高、雄浑、豪放、恣肆
、飘逸和洒脱，而更注重简洁、质朴、洗炼、静寂、冲淡和优雅。
日本人这方面的感受和表现力也分外敏锐细腻。
较之西方美的昂扬、凌厉和工致，它显得内敛和朴实；较之中国美的大气、写意和深刻，它显得本分
与谦和。
表现在绘画构图上，日本风景画很少“从开阔的视野收纳风景，而大多撷取自然的一角”，以更充分
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表现造化的微妙。
尤为可贵的是，他绝无孤芳自赏的狭隘。
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对中国文化的倾心和对日本美的执著，可以说是其精神世界赖以形成的要素。
而东山艺术也恰恰诞生于东与西、汉与和相吸相斥的驳接点。
相吸产生交流和互补，相斥产生刺激与紧张。
这种离心力和向心力对撞进射的火花，激活了日本美的生命，催发了东山艺术的特质。
也是因为他留德两年学的是西方美术史，画里行间不乏这方面耐人回味的创见。
川端康成评价说：“东山沟通了东方与西方、北欧与南欧、日本的南方和北方，是他筑就了近代日本
美学的基调。
”这并非溢美之词。
    其次让我动情的，便是画中文中那化解不开的乡思。
不妨说，他作画的过程就是对心中故乡寻觅的过程。
大而言之，包括对中国大陆这个“心之外故乡”的向往。
而唐招提寺“障壁画”的创作过程，就是先生对这一“心之外故乡”苦苦寻觅的过程。
当然，更多的乡思还是对“心之内故乡”日本故国一草一木的挚爱。
看罢掩卷，眼前不由浮现出一个在山间和乡间小路上踽踽独行的背影——老人永远在寻找心的归宿，
挥之不去的永远是那一缕乡愁。
如先生自己所说，他的画所以在海内外引起人们的共鸣，大约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浮躁、杂沓和喧
嚣中唤起了人们心底沉睡的乡愁，给人的心灵以深层次的抚慰，让人对万物产生慈爱、悲悯与亲近。
    可以断定，先生作画的过程，就是心灵净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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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心声，画为心境。
没有一尘不染的心境，绝对产生不了超尘脱俗的画境。
其画其文，让我们几乎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心灵是何等澄明洁净，何等纯粹真诚，正用得上我国那
句古诗：“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启示我们，心的净化、心的纯粹、心的安宁——舍此别无通往艺术圣殿之路。
其实，他本人并不幸运，家道中落，父母失和，兄弟早逝，不到四十岁，至亲尽皆去世，而他本人又
体弱多病。
真正得到画坛承认，也基本是在四十过后。
然而先生绝不怨天尤人，他所铭记的只是人们的善良和关爱。
在经济拮据尤其母亲和弟弟需钱治病的日子里，他也不是没有急于成名求利的念头。
但他很快意识这将毁掉艺术。
不言而喻，一个活了近一个世纪的人不曾经历坎坷和磨难是不可想象的。
难得的是在坎坷磨难中保持一颗纯净的心。
    心无杂质，人也才变得宽厚和谦虚。
先生的作品，绝无剑拔弩张、顾盼自雄的傲气，甚至不见笔底生风的气势与潇洒。
在他所描绘的自然风物面前，先生谦恭得近乎拘谨，虔诚得近乎教徒。
动笔之前，往往沐浴斋戒。
唯其如此，面对先生的绘画与文章，我们才感到尘虑顿消，宠辱皆忘，物我两空。
    东山魁夷先生一九○八年生于横滨，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专业。
自一九三三年赴德国留学二年，专攻欧洲美术史。
一九五六年获日本艺术院奖，一九六九年获每日艺术奖，同年被授予文化勋章。
一九七七年在法国举办画展，展出为唐招提寺创作的“障壁画”(隔扇画)。
翌年来中国展出，为“文革”后第一位来华举办个人画展的外国画家。
一九八五年获德国政府颁发的“世界优秀画家”荣誉。
先后为皇室东宫御所、吹上御所、新宫殿和唐招提寺御影创作壁画和“障壁画”。
另有《与风景的对话》、《白夜之旅》、《我游历的河山》、《马车哟，慢些走》、《唐招提寺之路
》等多种散文集行世。
    令人沉痛的是，东山先生已于一九九九年五月乘鹤西去，享年九十岁。
青岛出版社决定引进这套画文集，无疑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云淡风轻蔷薇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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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山魁夷:青色风景》是日本当代著名风景画家和散文家东山魁夷的画文集。
书中还收录了他青色调的画作50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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