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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格二字，原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常用于文学艺术方面，一般是指文学艺术在表现形式上互不相同的
风情、格调、趣味等特征。
科技方面的发明创造，只讲究功能效率的强弱好坏，而无需注重形式和风格的区别。
例如美国的原子能技术与苏联的原子能技术，中国的数不写英国的数学，互相都可以直接引入，直接
应用。
而文艺作品却要讲究形式与风格的独特性，同样的题材内容，可以用不同的形式风格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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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听天阁画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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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合于观众的欣赏要求处理明暗　　人们在看一件感兴趣的东西时，总力求看得清楚仔细全面
。
当视力不及时，就走近些看，或以望远镜放大镜作辅助；如感光线不足，就启窗开灯或将东西移到明
亮处，达到看清楚的目的。
梅兰芳在台卜演戏，因为他的剧艺高，名声大，观众总想将他的风情面貌与表现艺术看得越清楚越好
。
所以不论所演的剧情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必须把满台前后左右的灯光开得雪亮，让不同座位的观
众都看清楚，才能满足全场观众的要求。
倘说演(三叉口)，将全场的电灯打暗来演，演活捉张三，仅点一支小烛灯来演，那观众还看什么戏?老
戏剧家盖叫天说：“演武松打虎，当武松捉住了白额虎而要打下拳头时，照理应全神注视老虎；然而
在舞台上表演时却不能这样，而要抬起头，面向双众，使观众看清武松将要打下拳去时的颜面神气。
否则，眼看老虎，台下的观众，都看武松的头顶了。
台上的老虎，不是活的，不会咬人或逃走的。
”这么一句诙谐的语句，真是说出了舞台艺术上的真谛。
事实是事实，演戏是演戏，不可能也不必完全一样。
这是艺术的真实而非科学的真实。
中国画家，画幅湘君，画个西子，为观众要求看得清清楚楚起见，就一点不画明暗，如看梅兰芳演戏
一样，使全身上下无处不亮，也可以说是极其合理的。
画《春夜宴桃李园图》，所画的人物与庭园花木的盛春景象，清楚如同白天，仅画一支高烧的红烛，
表示是在夜里，也同样可以说是极其合理的。
是合于观众的欣赏要求的。
然而，中国绘画是否全无明暗呢?不是的。
比如，中国传统画论中，早有石分三面的定论，三面是指阴阳面与侧面而说，阴阳就是明暗。
不过明暗的相差程度不多，而所用的明暗，不是由光源来支配，而是由作家根据画面的需要和作画的
经验来自由支配的。
例如画一枝主体的树，就画得浓些，画一枝客体的树，就画得淡些；主部的叶子，就点得浓些，客部
的叶子，就点得淡些。
因为主体主部是注意的部分，故浓；客体客部是较不注意的部分，故淡。
这就是使主体突出的道理。
又如，前面的一块山石画得浓些，后面的一块山石，就画得淡些，再后面的山石，又可画得浓些，这
是为使前后层次分明，使全幅画上的色与墨的表现不平板而有变化罢了。
故中国绘画中的明暗观念与西方绘画中的明暗观念是不一样的。
西方绘画，根据自然光线来处理明暗，画月夜像月夜、画阳光像阳光，这对于写实的要求来说，是有
它的特长的，也由此而形成西方绘画的风格。
然中国绘画对于明暗的处理法，不受自然光线的束缚，也有其独特的优点，既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又与中国绘画用线用色等等方面的特点相协调，组成中国绘画明豁概括的独特风格，合乎艺术形式
风格必须多样化的原则。
　　顾长康（恺之）云：“以形写神”，即神从形生，无形，则神无所依托。
然有形无神，系死形相，所谓“如似塑”者是也。
未能成画。
　　顾氏所谓神者，何哉？
即吾人生存于宇宙间所具有之生生活力也。
“以形写神”，即表达出对象内在生生活力之状态而已。
故画家在表达对象时，须先将作者之思想感情，移入于对象中，熟悉其生生活力之所在；并由作者内
心之感应与迁想之所得，结合形象与技巧之配置，而臻于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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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也，即捉得整个对象之生生活力也。
亦即顾氏所谓“迁想妙得”者是已。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

媒体关注与评论

　　潘天寿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上最伟大的画家、美术教育家之一。
他的一生坚定不移而且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画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传统文脉的维系，有力而且有效地
抵制了当时文艺界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体认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弘毅”精神和
作为一位中国画家的民族良知、社会良知。
　　今天，传统中国画在“走向世界”、”接轨国际”的口号下，正面临着比之潘天寿时代更大的困
惑。
在这样的困惑中，重温潘天寿当年的一些学术见解，也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且必要。
毫无疑问，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画的前景不应该只有“传统”的一元，偏离“传统”的或干脆
反“传统”的“现代水墨、“实验水墨”、”抽象水墨”等等，只要有画家喜欢这样画，有观众喜欢
看这样的画也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发展空间。
但是，认为只有偏离“传统’或反．传统”的中国画或称水墨画才是“先进”的，有前景的，能”接
轨国际”并．走向世界”的，而传统的中国画则是“落后”的，没有前景的，不能“接轨国际”、走
向世界”的，而只能被”开除球籍”，显然难以令人接受，也不符合实际的。
　　潘天寿认为：”艺术与科学不同。
艺术在求各民族各个人特殊精神与特殊情趣之贡献，科学在求全人类共同应用效能之增进。
”（《论画残稿》）所以，对于西洋先进的物质文明，我们应该迎头赶上，而在精神文明方面，尤其
是艺术创造方面，则更应该注重“特殊”而无须“趋同”。
就世界绘画的范围内，应强调民族的“特殊精神”，就民族绘画的范围内，应强调个性的“特殊情趣
”。
所谓“中西绘画应该拉开距离”，所谓“越有民族性越有世界性”，作为对世界绘画范围内民族性的
强调，与对民族绘画范围内个性的强调，基于完全一致的逻辑。
在中国画坛上，没有个性的画家将没有他的一席之地，那么，在世界画坛上，没有民族性的绘画也将
没有它的一席之地。
　　潘天寿对于中国画民族性的坚持，其依据不仅止于此，同时还在于他对传统成就的坚定自信。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方的科技、军事强大于中国，先进于中国，所以，西方的文化、艺术也强大子
中国，先进于中国；中国的科技、军事要想强大，必须拋弃传统的落后，向西方的先进看齐，所以，
中国的文化、艺术要想强大，也必须抛弃传统的“落后”，向西方的“先进”看齐。
对此，潘天寿以清醒的理智，给予了坚决的反驳。
他在早年的《论画残稿》中曾表示：”我国物质文明在元明以前为世界有地位之古国，精神文明方面
言，至今犹不落人后。
尤以艺术范围内之国画，数千年来自有特殊之成就及深远之造诣，为全世界所不能非议者”，“孙中
山氏论西洋物质文明，则曰迎头赶上，绝未论及西洋精神文明，而曰迎头赶上。
其一言一语，自非脑子混沌者可比”。
到1960年代前后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古文化的国家，向来在世界上占有极崇高的地位；国画是中国
古文化中特有成就的一种，尤有极高的评价。
故全世界东西两大系统的绘画中，国画是东方绘画系统中最中心的主流，为全世界绘画批评家与鉴赏
家所一致首肯的。
也就是说，国画在东方绘画系统中，早已达到了世界的水平，有极辉煌的贡献。
凡是中国人，都可以引为骄傲的；我们中国的国画家，更是以此自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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