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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艺术情思——序龚静散文集《写意》    赵丽宏    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一家报纸约我写文章，题目是《
对未来生活的十种预测》。
未来其实是难以预测的，预言家常常会成为后人的笑柄。
不过，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向往，对未来的生活作一点憧憬，也未尝不可。
我的十种预测中，有这样一条：  “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对艺术的参与，将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而艺术将成为一种润滑剂，使伴随着科技发展而日益枯燥的生活增添色彩和活力。
”这样的看法，未必人人同意，但是这些年来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多少印证了我的看法。
艺术，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业余爱好。
而在这样的变化中，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家的文字，也越来越多地涉及艺术的领域。
上海的女作家龚静，以她隽永清丽的文字，孜孜不倦地向读者展示着艺术的魅力。
这几年来，我一直注意她的这类文章，并且常常被她精妙细致的叙述吸引。
她最近要出版的这本书，就是一本议论绘画的散文集，我读过书中的一部分文字，其中既有一个美术
欣赏者惊奇沉醉的目光，也有一个学者幽邃优雅的思索。
这是一本值得向更多读者推荐的有意思的书。
    我喜欢读龚静书中那些谈画的文字，不仅是因为我对这些话题感兴趣，而且是因为她的文字透露出
来的才情和见识。
面对着古人的画，她常常会遐想联翩，用活泼灵动的文字，把读者引入历史，引入千百年前的那些有
趣的瞬间。
她对画意的阐述和描绘，绝非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观点，其中有同道的偏好，也有学
者的立场。
譬如她谈南宋马远的画，并不仅仅就画论画，而是深入分析当时的历史和画家的心态与生活，品尝出
与众不同的滋味。
谈马远的《踏歌行》时，她只用一句话便很生动地点出画中的意境，那是一种“捺住心里的笑声却硬
出一张脸的心知肚明”，似乎与古老的画面不相干，但却巧妙地用今人之语道出古人的心境。
谈宋徽宗、倪瓒、徐文长、陈老莲、金农、齐白石和林风眠等画家，也无不如此。
    龚静不仅喜欢传统的中国画，对西洋的油画，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她的文章谈到很多欧洲的绘画大师，谈他们千姿百态的作品风格，也谈他们的绚烂曲折的人生状态。
她写拉斐尔、达·芬奇、高更、雷诺阿、毕加索和弗里达等画家的文章，都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般
介绍，而是深入到作品的内核，层层递进地剖析画家的灵魂。
这样的文字，相信不仅是一般读者，即便是专业的美术工作者，也会从中大有获益的。
    对龚静来说，写这样的书，并不是追赶时髦，这符合她的性情。
龚静是大学教授，除了教书讲课写文章，她有很多雅兴。
写字、摄影、绘画、听音乐，她都兴致勃勃。
我曾经听她弹古琴，一曲《平沙落雁》，弹得有板有眼，余音绕梁。
在上海这个喧嚣都市中，像她这样能沉下心来欣赏、追求、研究艺术的女子，实在不多见。
我曾经对龚静说，你应该把你的兴趣，向更多的人推广。
她笑着回答说，我只是自我陶醉罢了。
以她不喜张扬的性格，这些美妙的艺术情思，很可能只是回荡在她的书房和小小的朋友圈里。
所幸的是，她的职业是大学教授，她还是作家，会有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她的声音，会有读者在书中为
她的文字共鸣。
    这本书，在2004年曾经印过一版，现在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图文并茂的新的版本，在初版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多篇有分量的新作，所以，可以说这是一本新书。
能在这样一本美妙的书前为读者作一个引导，我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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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1月12日于四步斋    2012年2月25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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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意：龚静读画》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静评论中外绘画的散文集，其中既有一个美术欣
赏者惊奇沉醉的目光，也有一个浓雾幽邃优雅的思索。

　　龚静的文字精妙细致、活泼灵动，她对画意的阐述和描绘，绝非人云亦云，而是独具慧心地深入
作品的内核，层层递进地剖析画家的灵魂。
龚静谈及马远、宋徽宗、倪瓒、徐文长、陈老莲、齐白石、林凤眠、达?芬奇等中外名画家及其作品时
，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谈他们的作品风格，也谈他们的曲折人生。
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专业的艺术工作者，大概都能从阅读中获益。

　　此次出版的修订版在原版基础上新增了一些文章：《看望黄公望》、《夜当梅尽引孤灯》、《我
就活在我的作品里》、《袖住那道光》、《关于毕加索的补记》、《梦二的不二梦》、《是的，他画
的是人》，出版社的印刷排版也更精到了，全彩。

　　读文、看画，作者期待与你分享一段美妙的艺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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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静，20世纪60年代中期生于上海嘉定。
198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

曾任教于上海医科大学人文部。
现就职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有《城市野望》、《写意——龚静读画》、《要什么样的味道》、《文字的眼睛》、《倾听生命
》、《上海与壁虎一起纳凉》、《上海细节》等著作十多部。

作品收入《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繁华与落寞——都市女性散文》、《上海作家散文
百篇》、《你可以信赖他——2002笔会文粹》、《清澈的理性——科学人文读本》等多种散文随笔选
集。
作品被选人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

曾获第三届“上海文化新人”荣誉称号(2000年)，以及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散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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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写意——新版自序
艺术情思——序龚静散文集《写意》（赵丽宏）
风来四面，且卧当中
翩若惊鸿
簪花仕女
朱雀人神
夜宴
触袖翻飞，踏歌行
风来四面，且卧当中
高古“悔僧”
黑白龚贤
花鸟皇帝
把自己瘦成一棵树
老来做了山水痴
附：看望黄公望
倔头倔脑的鱼凫，青眼向云天
野藤里的葡萄
大匠之门
皴?留白
别了兰竹，别了松月
一钩新月，天如水
孤骛
夜当梅尽引孤灯
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
莲花开了
静穆
人性的无限可能
温柔地，深情地，庄严地，她从天上走下来
力量
将尽的阳光总是拉长了拱廊
维米尔的日常生活
金色
附：袖住那道光
色静老树中
一个苹果震撼巴黎
太阳出来了，莲花开了
漂浮的诗意
快乐没有阴影
玛利亚啊！
我向你致敬
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
“为我祝酒吧！
”
附：关于毕加索的补记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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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秋月杜鹃夏 冬雪皑皑寒意加
浮世的事情
魔法
欧姬芙的兽骨与花
遍体鳞伤地，独自绽放
以灵魂的方式行走
梦二的不二梦
是的，他画的是人
原版后记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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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人物都消失在了时间的流水里，无论是李煜，还是韩熙载，但这幅画却流传了下来。
夜宴，倒是给了我们后人一卷想象和体验历史的影像。
    夜宴继续着。
听乐之后，观舞。
但见韩熙载亲自上阵打鼓，幞头裥袍的客人或拍手或打板，粉青裙衫的女子应节起舞，另一个女子则
拍手应合，而托着茶食的女子则与适才的琵琶女错身而过，有驻足聊上几句的意思。
“观舞”的场面似乎因为韩熙载的鼓声，显得格外热闹，人物的动作、表情、姿势、方位在在不同，
顾闳中的笔错落有致地控制着这样一个欢闹奢华的场面，朱红的衣衫罗帐羯鼓，更是烘托了粉青衣衫
的舞女身姿。
琵琶女反举琵琶的姿势，和女仆右托盘子的样子，视觉上恰好呼应，感觉非常圆融。
    夜不知不觉中已经深了，房间里虽然还是烛火通明，似乎透出了些疲意。
人的心里其实也涌上淡淡的倦，打完鼓的韩熙载走进内室，侍婢端上一盆水来，供他洗手、擦汗，榻
上的婢女呢，也一旁围侍。
夜夜欢宴啊，眼光里韩熙载似乎看到窗外的竹影绰绰，心有所动，依旧依旧，愁肠结，天下天下，谁
的天下呢？
不如醉生梦死吧。
还是听歌听歌。
    一道大屏风一隔，画卷开始了第四部分，韩熙载敞露胸膛，盘坐椅上，手执绢扇，似与椅前的婢女
说话，旁边俩婢站侍，面前则是五位女子笛子、筚篥、箫之合奏，吹些什么？
是一曲《春江花月夜》，还是浔阳江头枫叶红？
莫想往事，只有眼前的繁华，耳旁的乐音。
顾闳中画韩熙载的表情似乎总不那么热烈的、喜形于色的，反倒是有点点落寞的样子，好像一室的热
闹仍然挡不住满怀的苍凉似的。
或许，是因了顾闳中实际上的心知肚明吧。
不知李煜是否察觉到这满园春色里的惆怅，好像未迎春来已伤春之感。
    没有不散的筵席，再好听的曲子会听乏，再俏丽的舞姿也会看厌，屋子里虽然也还是余韵缭绕的样
子，但已是稀薄的回声了，人们的神情明显地有点阑珊，男人与歌女们交谈着，韩熙载一手举于胸前
示意，一手握着鼓槌，似乎尚未尽兴，还要重新开始，请宾客们安下心来，稍稍休息一下，来个作乐
到天明吧。
他身后有个宾客搂着舞女，调笑的样子，是酣歌达旦的意思了。
    整幅画就这样戛然而止。
    一腔苦衷托寄也好，纵情声色也罢，欢饮至拂晓又如何，韩熙载知道出相或者不出相，一样啊，今
日欢宴，明日或为刀下鬼，江山社稷，林水春花，终随流水匆匆去，罢了罢了。
    韩熙载的夜宴总是要散的。
历史的夜宴也散了，文化的“夜宴”则满室生辉。
现在来看《韩熙载夜宴图》，韬光养晦的背景淡了，看到的是南唐的歌舞，南唐的器物，南唐的乐器
，南唐的服饰，南唐的色彩，以及顾闳中浓淡得当的设色敷彩，清雅婉约的线条勾勒，那些歌舞女的
衣衫、垂绦，配色淡雅，飘然如风，仿佛给了我们遥想古典的想象依据。
那五女合奏的场面，更是成了当下画家描摹古典的对象。
夜宴的遗韵，倒是现代人回首的明月春花。
    ’    夜宴的场面是时间和空间交杂的，歌舞是次第进行的，人物在空间里活动，还是夜晚欢场，一
幅画如何处理？
顾闳中却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将不同时间段的歌舞演奏，同时出现于一幅长卷，而长卷的形式似
乎也暗喻了一种时间性，当你慢慢展卷，画面渐次呈现，仿佛看到一段段歌舞表演鲜活眼前，夜宴的
盛景已然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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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一段落间的屏风、案几、床榻甚至乐器，其实既是空间摆设，也是画家转换布置场景的道具，比
如第二部分中那个托着盘子的婢女和一曲终了的琵琶女的闲话，若歌的过门，一种自然的过渡，这时
韩熙载进内室休息，屏风既是隔，也不失通透，已然又一幕拉开了。
时间空间化了，空间呢，充分表达了时间的长度，就好像那些崇山峻岭，无论远近，全部共同矗立在
山水立轴里。
    《韩熙载夜宴图》的色彩错落不乱，视觉里没有沙子，那些朱红点缀恰当，看五女合奏一景，起首
吹笛女的红裙，末尾筚篥女的红襦，以及红和粉青相问的绦带，浑然天成，视觉流畅地掠过，仿佛原
本就应该那样的舒服，其实匠心就化在了这看似平常的舒服当中。
这些色彩，已然让我涌起唐代人物画的感觉，《簪花仕女图》衣袂之薄如蝉翼的飘逸，《俪人行图》
虢国夫人的半臂抹胸的鲜艳雍容，只是“夜宴”里的女子到底是家蓄歌女，自然不会那么雍容华贵了
，粉青粉绿粉白的，雅致与多彩并存，到底离那个气象万千的大唐已经很远了，女子的身段是清秀玲
珑了，丰腴不是审美标准了；窄袖的短襦和长裙代替了抹胸半臂，绦带系束腰间，余皆垂下，仿佛翩
然走过而留香，身上的披帛比唐代女子的明显地窄了、长了，仿佛添了袅娜的破折号，然后，延伸到
了宋代的庭院。
    乃至现代的舞台。
2003年10月，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了歌剧《夜宴》，这是中国音乐人郭文景1998年应英国伦敦歌剧节委
约创作的《夜宴》的北京版。
没有躬逢其盛，不知“夜宴”的奢靡和浮华是否使我们反而看到了它背后的颓势。
曲终人散，繁华的苍凉，似乎是一切盛宴的结局，如同炮仗过后那一地的红纸屑，若残尸，涌上百般
无奈和惆怅。
多么璀璨的生命，只是一瞬罢了。
    常常，在历史的漩涡里，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一切，也不知这些力量终究如何合力而成，只是莫名的
，人就陷了进去，回天无力。
韩熙载或人生长恨在心头，李煜当是故国明月不堪忆，顾闳中呢，或许也感叹，但完成了他的本分，
倒也留下了痕迹；那些“夜宴”里的人呢，就变成了历史的记忆现场，那也是顾闳中的“视界”吧。
至于我们后人，或许有了一份凭借，恍惚回到消失的场景，或许尚可艺术地再现，不过已是我们希望
的“夜宴”了吧。
不关历史什么事了。
要说的还是那无论朝代、何必时空的人生吧。
    那就不妨简单些，就看看《韩熙载夜宴图》里的人，服饰、摆设、器具、氛围。
倒也实在。
    P22-24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写意>>

后记

这不是一本系统鉴赏绘画的书，我只是把我对绘画的喜爱、心得付诸笔墨，以这样的方式来体悟画家
、体悟画作，在这种体悟中感受艺术思考人生。
所以，选择的画家作品也只是基于个人的爱好而已。
私心里也是藉此方式，表达少年时代起由来已久的对绘画的喜爱。
就仿佛是完成一个心愿。
因为字数和时间的关系，还有许多自己喜欢的艺术家作品尚未来得及细细梳理品赏，比如马蒂斯，比
如修拉，比如凡·高，比如赵孟频，而当代艺术家更是尚未展开。
起初心里有些遗憾，不过后来也释然了，因为我发现艺术散步的道路本来就不是一种完成时态，它总
是未完成的、进行时态的，这本小书只是一种局部的采撷罢了。
    于是，我想这样也好，生活着，将继续艺术散步下去。
其实，感受艺术，体会趣韵，体会关，体悟的还是生命的回响。
喜欢美学家宗白华的一首诗——《生命之窗的内外》，节录之：    生活的节奏，机器的节奏，    推动
着社会的车轮，宇宙的旋律。
    白云在青空飘荡，    人群在都会匆忙！
    ⋯⋯    是诗意、是梦境、是凄凉、是回想？
    缕缕的情思，织就生命的憧憬。
    大地在窗外睡眠！
    窗内的人心，    遥领着世界深秘的回音。
    虽然这是一首写于1920年代的诗，但于今却是一样的心境。
写绘画笔记，于我也是一种对“世界深秘回音”的倾听吧。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对本书出版的热诚帮助。
    是为记。
    2003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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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写意——龚静读画(修订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龚静评论中外绘画的散文集。
龚静谈及马远、宋徽宗、倪瓒、徐文长、陈老莲、齐白石、林凤眠、达·芬奇等中外名画家及其作品
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谈他们的作品风格，也谈他们的曲折人生。
    本书非系统鉴赏绘画的著作，只是作者对绘画的喜爱、心得付诸笔墨，以这样的方式来体悟画家、
体悟画作，并在这种体悟中感受艺术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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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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