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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贾 又 福

１９４２年生于河北省肃宁县一个农民家庭。

１９６０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李可染、

叶浅予、李苦禅、宗其香、何海霞诸先生。１９６５年毕

业，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１９７７年调回

中央美院，任教于中国画系。１９８６年，代表作品《太

行丰碑》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牌奖。１９８８年，作品

《清净世界》 在北京国际水墨大展中获大奖。１９９２
年，获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授予的“世界名

人２０世纪成就奖”，并接受勋章一枚。１９９３年，接受

美国世界名人传记中心颁发的“终生成就奖”。出版

作品有：《贾又福画集》河北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贾又福画传》《四川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８年、《贾又福

新作画集》台湾艺术家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贾又福

中国画集》香港大业图书公司，１９９２年、《贾又福

谈画篇》荣宝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等十余部，并赴巴

赛尔、香港、台北、澳门、巴格达、汉城、光州、京都、

横滨、新加坡等地展览展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１９９２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２

小 序

画乃艺术之末端。然则，作画一事，亦当有辛酸

泪下荒唐言，愿人解。或有不解处，于我，须更下功

夫。

苦既啖，愿在付，复何求？

１９９６年盛夏 于镜真楼



３

创作杂感

画家的情感，应该永远像小孩子那样纯

真、自然。小孩子会赋予洋娃娃一颗小生命，

精心地把她打扮起来，对着她讲这讲那，嗔她

哄她，又铺好被窝拍她睡觉。令人觉得全是真

的，也全是美的。山水画家的情感应象小孩子

之于洋娃娃。



４

中国的文学艺术，历来不贵画栋雕梁，而

贵朴玉浑金。中国诗论说“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文艺作品是灵魂的渗透和结晶，灵

魂不加遮盖，其作品也就“解衣磐礴”。画画儿

时让感情自然流淌在画面上，这就是古人说

的 “天机流露”。哗众取宠、故作姿态，最讨

厌。



５

较之奇峰异洞，虬松怪石，我更喜爱平平

常常的山乡景色。它们像不善说道的庄稼汉，

像腼腆的村姑，其心灵之美有待人们去发掘，

更使人们动脑筋去琢磨。

我重在揭示平凡中的美，衣着平常、外貌

丑陋的人往往不为人所注目，甚而为世俗所

鄙，然其往往有着惊人的美德和丰富的内

心。山川风物何尝不是如此。我刻了一个章：

“拾遗与伊。”我宁愿像个捡煤渣的老人，弯下

腰仔细地、在一般人看来不能要的东西中，拣

出些“宝贝”来。



６

“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得就是得其所

止，止就是止于至善，必至极境而坚定不移。

作学问就要明确目标，坚定不移；“随风倒”、

“这山望着那山高”、“六神无主”必然觉得空

虚。

艺术上我不相信什么大多数，我只相信

我的感情，即使我是绝对少数，我的感情也不

能动摇 这并非不继承前人经验，学习传

统。画画儿的人，起码的自信心是断然不可

缺少的。



７

搞艺术最怕盲从。深入生活“一窝蜂”，其

作品“千人一面”，“赶海逐潮”充时髦，都是盲

从之一种。有如街上围了一群人，必定又有很

多人挤上去，以为有便宜可买，其结果花了钱

上了当。这种贪便宜的念头，时刻要警惕。艺

术家之于艺术要投以全部心血、全部生命，

“走捷径”、“吃现成饭”将会成为艺术上的乞

丐。



８

不求市气，但求野气；不求古气，但求土

气；不求书生气，但求山乡娃娃气。意在为山

乡父老叔伯所乐也。



９

“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是黄宾

虹先生对中华文化传统历史作了深入研究

后，面对祖国山河发出的感慨。但对一个初学

绘画的人若都去画一遍，断无成就者。“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往往在一卷书一里路上之

所得，终生受用不尽。“走遍天下名山，看遍天

下名迹”与扎到某一地域十年、二十年，二者

必不可少。前者是博采营养，后者是营养的集

中使用。这样，小苗才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１０

画速写是 “招财进宝”，最要紧的是从大

自然索取宝物来丰富自己，决不能是从口袋

中往外掏自己现有的招数。招数掏尽，艺术完

结。写生就是写得生命在，是要命的事儿，欲

索得客观对象的生命，须投入作者主观的生

命。

我画速写，从不考虑画成一张所谓“速写

创作”，从不考虑它的完美性。一截树干，半枝

花草，二间瓦舍，几捆荆柴，速写本上什么都

是，也不知什么时候用得上，但都是画我最感

兴趣的，若不画下来总是牵肠挂肚，总也忘不

了。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东西，在肚里慢慢

发了酵，也许酿了二年、三年方成为画。速画

一点点小东西，带着特别的认识去画，便有可

能作为思维、联想的开端，也是个性、精神之

起点。



１１

形象感受的积累有如堆薪，灵感的触发

有如点火。对于那别具个性的顽石，欢噪着筑

巢的喜鹊，故意挤在一起哼哼唧唧的小猪崽，

含羞村女般的苗条的小杨树，整整斜斜在寒

风中奋飞的乌鸦，冰雪初融的小溪，清澈宁静

象婴儿的眼睛⋯⋯都不轻易地放过它们。也

许过了一段时间，在彼时彼地，它们突然触发

了，与我眼前所见所想一下子撞到一起，擦出

了火，于是“堆薪”就燃烧起来，不可扼制。这

是“偶燃”，也是“必燃”。



１２

朱熹讲道：“大抵为学，聪明之资，须下迟

钝样的功夫。既是迟钝之资，却下聪明抵样功

夫，如何得？”可染老师讲：“要大聪明加上笨

功夫。”我是个迟钝之资，反应总是慢一拍，注

定要下迟钝的功夫。



１３

我的每一张小创作 小品，从没有一挥

而就的本事，差不多都是画过五六遍个别的

画过三十多遍。这么多的遍数不是一天画

完。在画第一遍之前，作过较周密的酝酿和素

材的准备如感受的深化、形式的推敲、速写

的综合、笔墨的运用等等。即使如此，第一遍

还是平冗得很。于是，我不得不平静下来，用

更多的时间思考、摸索、试验。拆墙理砖又理

砖砌墙，搞多次局部练习，腹稿意、艺、技的

推敲过程慢慢更成熟了，也许过了几天，再

想画第二遍，第三遍，最后才比较满意。



１４

先画那一笔？先浓墨还是先淡墨？这样的

问题令人难以回答，因为确实没有定律。比如

搏斗，先打一拳，还是先踢一脚，完全随机应

变，需要怎样就怎样。画画儿时笔墨随情节变

化而变化，无法而有法，忘我而有我，实乃情

景交融随笔墨自然流于纸上，不觉然而然。

画什么内容固然要问，但内容永远比不

上形式更重要。形式是表现内容的手段，手段

高低直接关系基本功过硬否。可染老师说：

“画画儿是长途赛跑，几十年才能见分晓。”在

几十年中一直要比赛情操、学养、技巧。这些

基本功夫不过硬，再好的内容，也画不到好

处。



１５

奇中自可得奇，平中亦能得奇。关键全在

于思想修养与笔墨之功。思不深而境不远，笔

墨不灵而神韵不生。

龚柴丈之画，内容小丘寒树，平淡无奇，

但其笔墨手段人所不及，层次丰富、深厚，遂

使境界神秘，人莫知其巧。龚半千平中见奇，

全仗笔墨技巧。



１６

绘画中讲“准”，并非形似，而是意切，是

精神状态准确。比如画太行山，越写实，越不

准，山的纹理画得越像真的，越不准确。从照

片上看太行山，很碎、很杂乱。山不如画矣



１７

艺术最怕一窝蜂，大家都抢一盘菜吃，很

穷。要远开生路，独往独来。兽中之王独往独

来，因为它无所畏惧。胆小的动物才凑群。只

要苦干，人家说什么满不在乎，嘁嘁喳喳扎堆

儿最没出息。



１８

以法写之，全无成法；以矩度量之，尽适

祖宗矩度。



１９

“胸有成竹”、“全马在胸”之旨意，决不是

指未画之前已知道画儿完成后结果如何，而

是指一种具有充分认识和充分准备之后精神

上的自信，是一种精神力量。如果相反，未画

一幅时，已经预知画成结果如何，这幅画儿必

定失败。

在未知的领域拼搏，方有希望。《史记》记

载：“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射之，中

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

矣。”知道射的不是老虎，精神境界不同，失去

拼的力量，射不进去了。很有启发意义。



２０

我画田园之趣，乃得一隅之情会神合，非

某地一角云。



２１

艺之为贵，乃精神所至；术之为贱，乃技

能所达。凡艺术，艺为先导，术为仆从，万不可

本末倒置。



２２

自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

大业，不朽之盛事”之后，百世相传，把文学艺

术作为人类精神之良药、灵魂建设的工程，而

赋予它时代的重任。每个时代，都必须有当代

的文学艺术，与之相辅而行。文学艺术是不能

逃避社会现实而独立的，凡是人民热爱而传

诵的文学艺术，必是表现了那个时代人民美

好的理想与追求，使之从中找到了精神的家

园。



２３

南北朝人钟嵘《诗品序》特别指出，“感荡

心灵”的人事、天地、自然万千变化，必有“感

荡心灵”的诗歌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梁元帝

萧绎《金楼子·立言》特别强调文学的“流连

哀思”，“情灵摇荡”。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

论》：“在乎文章，弥患凡归，若无新变，不能代

雄。”魏晋以来，历史上杰出的文艺家、评论

家，无一不是以个性化的思想感情和求新求

变的审美理想，把自然之美和心灵之美合二

为一，准确而明确地切入了文学艺术的本

质。中国传统的文人画、书法发之心源而切入

艺术本质，夫复何求？惟“百感交集”而无他。

虽然时代变、感情变，然总离不开感情勃发。

感情为文学艺术总的能源，千古一宗，是谓永

恒耶



２４

其实，优良的品格与高层智慧的浑化

———即此二者在宇宙、天地、历史、现实大道

运行之中，与之和谐圆通、得以浑化———便上

升成为强大而崇高的人文精神。若只有好品

格而缺少睿智，那只是人格的基础部分。高尚

品格，佐以大智慧，才能有实质性的升华———

升华为人类楷模的、经典性的、千古不衰的人

文精神。



２５

自古以来，仁人、俊杰，都是为实现自己

理想的高尚品格，艰难地、用智慧寻找一条可

行的道路。艺术是其一也。



２６

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毫无疑问，是中国人高尚、深沉、博大、宽厚，

忘私忘我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得到净化的心

灵情感绘画，乃画家心灵之语言。画笔传人

语，滴墨透心声。以己之画，达于精神，乃情理

中事。



２７

物质生活发展，心灵生活更需提高。心灵

如被物质迷惑，艺术将死；心灵生活若被物质

生活取代，人的精神将面临崩溃。



２８

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必有大志献身于创

造。创造文明———这是一切进步的先决。但凡

是大方家都将这作为一个大目标，而不可能

在行动之前，事先规划好了创出个什么样的

“造”。而是在他们苦苦探求未知世界的奥秘

的实践路上，摘取了他们发现的果子，而成为

惊世创举。凡欲创造者，首先是向未知世界求

索，而不是先有蓝图。凡是空喊 “现代现

代”，而且按一己头脑中之“现代模式”花样

翻新者，必不肯下苦功探秘，必然一无所获。



２９

孔子有云：“道者也，不可须臾离也，可离

非道也。”离开探求社会与自然之大道，而去

寻找 “现代” 艺术的人，定非有道的艺术大

家。



３０

赤子之心、童心，使自己回到孩提状态。

不存陈规陋习和成见成法，情感纯真，没有芜

杂；感触全新，不会麻木，初生之犊何所惧怕？
⋯⋯所以可贵。



３１

艺术之能者，既要有赤子之纯真，又须有

智者之干练，非市侩所能为，亦非公式、逻辑、

概念之八股式学究所能梦见。



３２

庄禅之道，有合有分，历来考订家重分，

文艺家重合。论画山水者，远如宗炳，近有石

涛，多有妙合。画家作画，常不离虚、空、淡、远

者，近庄则玄之又玄，问禅则沉沉寂寂，然能

契合通观者，非庄非禅，亦庄亦禅，理精旨奥，

为后来者仰视之。



３３

艺术随缘点滴

青藤青藤万年葛藤，老而不衰。画坛中

人，无不景仰。在文学艺术上有大成就者，有

似徐青藤者，吾常思与之对语请益。时尤耳闻

其训教：“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

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

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己不免于鸟

之为人言矣。”徐渭《叶子肃诗序》文学艺

术，鹦鹉学舌，人皆耻之。知耻，方有嘎嘎独

造；知耻，方见真性情、真见地、真才能之发

光。

然则，以徐渭奇才，诗、文、戏、画无所不

精，却历尽人间坎坷悲苦，满腹珠玑，无处可

卖，潦倒一生，何也？天下识大美者，寡矣夫

大美者，如屈子、李白、杜甫、东坡者，皆精神

充盈，思济天下，胸中常怀浩浩然不可磨灭之

大气象焉。一时不遇，何堪为伤？千载不朽，历

史以公，信可乐欤？



３４

宋人严羽诗评《沧浪诗话》以发“禅宗”之

“妙语”警醒诗坛。明人徐渭亦借“禅”喻画为

后人惊。画人学禅，不必入佛教禅宗，径可入

社会、生活、自然之“禅”，方可领略艺术中“妙

悟”真谛。



３５

中国禅学作为民族文化遗产，佛门不视

为私有，如同艺术，亦非艺术家私有。古人所

云，“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未必尽信之。



３６

中国画的观照方式

我曾题画曰：“吾画山水三十年，始知山

外有山，石外有石，山石之外物，皆能有山石，

悟得自己心中之山石乃见真山真石。”

追求心中山石，乃是追求一种 “精神景

观”，而不是“自然景观”。我曾题画曰：“物我

通达，贵在精神感应。”即心中竖立起接受大

千世界、各种信息的天线，打开心中接受各种

电波的开关，时刻都在感应着各种信息的变

化统一。贵在精神升华，就是以心灵之光，投

向大自然进行精微的扫描，探寻心性之大千

世界与自然物大千世界的呼应和共鸣，就是

这种相互激发的过程。崇高的心灵光辉能照

亮万物，令顽石点头，槁木复苏。古人所谓“清

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便是说心灵之

光的穿透力。以此发前人未发。

心性、智慧、精神主宰着艺术及其形成的

每一个环节。



３７

关于龚贤的山水画随感

黄宾老谓，画清醒难，模糊更难，须又清

醒又模糊，细观龚半千画，可悟其“浑沦”之

理。其用意在笔墨层层积厚，或浓或淡，均画

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浑沦”、“迷离”，贵在

一个“度”字。初看似一片迷蒙，浑沦至极；近

乎一塌糊涂；审慎细观，迷蒙中透出清新之

气，笔笔历历，可见神采，不觉黏滞。过之一

度，则一片糊涂，不可救药；差之一度，则味儿

欠醇、欠浓。是知“浑沦”之难，在笔墨层层复

加、层层精微而神采内贮，奥妙无穷。



３８

龚画之“浑沦”，有“白浑沦”，纯以淡墨复

加为之；有“灰浑沦”，浓淡相间，层叠而不混；

有“黑浑沦”，最为可贵，三者皆晚年得心应手

之功。“黑浑沦”者，最难到家。多用浓墨和焦

墨，于昏黑中见精神，画到黑处，笔笔用精、笔

笔相佐而不相碰撞，笔笔下去，光彩焕发，精

神闪烁，多遍积黑、积厚、积浑，无一点黑气、

浊气，反而黑而亮。黄宾虹谓之“亮墨”，即如

此法。画到极黑处，绝无昏暗晦闷之气，全在

于会用亮墨。

水墨画之笔墨精妙，笔法中尽墨法之

妙。下笔闪闪，如发光，墨华使然。画有白光，

有黑光，皆笔墨之华。黑光如小儿转睛，白光

如玉山照日，皆能令人心明神畅。



３９

学画随笔

“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并非止于含蓄一

意。歌德诗云：“文词如美人手中扇，遮面而露

目，目固面上最动人处也。”露处可动人，藏处

得余意。文重“言外意”，画重“象”外意，书法

重“点画”外意，亦重视藏的功夫，必是懂得露

的意义。藏得愈讲究，露得愈奇妙，两者相

佐。画之景，远近均可随心调动，远者可近，近

者可远，远近亦均可含蓄。以“远人无目，远山

无皴，远水无波”视为含蓄，则属偏见。



４０

艺术上诗情画意，往往借助朦胧、含蓄之

美。《沧浪诗话》曰：“语忌直，脉忌露。”于绘画

会通，画家以心观物，常常到达情感所钟的虚

幻境界，犹如带了心灵性情纱幕，将详尽繁

杂的景物隐没；又以心灵滤色镜，将纷繁的颜

色过滤掉；最后投以随心性游动的微光，似不

着意，全在意中，远涉意外。景物在画家面前，

亦隐亦显，愈隐愈显，犹闻风飘仙乐，非裂声

贯耳，乃空中音，悠悠袅袅，回味无穷，韵自然

而生。



４１

大实、大虚可贵在整体气脉中求。虽然每

一笔亦可虚实不二，更难在千笔万笔、重重叠

叠，虽密不使相碰相伤或令人窒息，虽疏不使

其寂寥无物，魂断意离。虚要从实处求得，实

要从虚处中生出，乃谓大虚、大实。



４２

吾谓师古今大师有四阶段：一、顶礼膜

拜，恭心以求。二、草堂问话寂寞追求，达到

可与师对话，交流艺术思想，正确领会大师的

创造精神。三、至友对坐，促膝谈心在艺术

上有自家的慧心慧眼独到认识，既知师之祖，

又知师之孙，在艺术上与师具有共同探讨之

知见水准，则可与师喻之为忘年之交矣。四、

以大智大勇，冲出大师的包围圈包括选准突

破口，分析古今薄弱环节。

近代大师如齐白石，亦自恨有缺处有太

刻露处，但大师才高艺博，美中不足，瑕不掩

瑜，甚或缺点不失为特点。惟独其亲授弟子之

中，墨守其门者，是败坏门风的最佳人选，是

用显微镜放大乃师缺点的吹鼓能手。



４３

苏洵描写风行水上曰：“荡乎无其形，飘

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所存者，是风也，

而水实形之。”其妙在无定相可遁，想多么美

就多美。画家画风画水，岂可固执于一端？岂

能抱定固有的那么几种前人发明的符号不

放？



４４

诗画之“气”一议

李贺之诗，奇气、伟气、骨气、刚气、肃气、
杀气、寒气⋯⋯“凝”而迸出，令人倍觉锋芒、
凌厉、奇崛、磅礴。

其诗整体气势疾流，飞动，不可逆止；局
部性貌则峻峭，坚硬，奇特。李贺诗句如：“挥
刀不入迷蒙天”，“石破天惊逗秋雨”，“荒沟古
水光如刀”，“江上团团贴寒玉”，“空山凝云颓
不流”，“秋月刀剑棱”，“甲光向日金鳞开”，

“斫取清光写楚词”，“踏天磨刀割紫云”，“夫
人飞入琼瑶台”，其气奇坚，奇锐，而又奇飞奇
流，来自于李贺诗思之气。

不难体会，诗画言气之重要。同时，还启
发我们明白了一层道理：“气”之变化运行，可
使坚硬者流动，使流动者凝重，使固定者空
灵，使迷蒙者刚强。这对于山水画的创作极有

益处。懂得“气”的妙用，画山如金如铁，不必
堕其僵硬冰冷；如水如云，不必落入轻浮之陈
套。

或曰：神耶，物耶相反相成之为高。得之

乎气耶



４５

与进修生谈画摘录

历来讲人品、文品、画品，人品是决定因

素。老子讲“负阴抱阳”为天下式，我们画画儿

的人要经常反省自己，虽心怀远志，但永远把

自己看成一个弱者，平常而又平常，不能忘乎

所以。有点成就时，不计誉毁，不出风头，不趋

势头，不讲派头。青年学生千万记取老一辈的

教训，不严格修炼道德品质，决难成就大家风

范，即使小有所成，早晚要跌跤的。

我有几句反省自己的话，也是约束自己

的话：

一不学阿谀、奉承、讨好之媚眼。

二不说动听、空洞、无聊之废话。

三不装潇洒、气派、风流之丑态。

四不耻机巧、缺德、露脸之怪事。



４６

君不见诸多艺术“玩家”，自恃其才，稍有

名气，便醉心于“玩”，以玩为乐，自然便不愿

再去做艺术实践的苦行僧。或寄希望于摆弄

圣贤衣钵，欲“一超直入如来地”，越急越不能

奏效，终不免才竭技穷，力不从心，一如纸花

照日，刍人巡夜，窘态不堪。



４７

圣贤有“德法自然”者，如孔子观水，谓水

有九德；有“道法自然”者，如老子“天下柔弱

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

为诗为画，贵在精神，情之所至，发于一

端，而必不能强合自然之万端。水之德者众，

水之不德者亦众，既可相亲相抱，亦可相搏相

吞，感时感物，无不如此。惟在作家澄怀观照，

入木三分，至善至美，方能动人。或心游于物，

而得之物外；或浪漫或朦胧，春“梦”任“选”，

其味无穷，引人入胜。



４８

我们追求建立中国山水画的琼楼玉宇，

是追求崇高、达观、合于大道的精神境界。它

是伟而不散，雄而不霸，奇而不怪，华而不艳，

秀而不媚，壮严、整肃、坦荡、磊落的大美风

范。



４９

艺术创造，人格因素第一。

艺术的壮大，发自高扬的人格精神、创造

欲望及其对前人束缚的成法、压抑个性生命

的反抗。

画格以人格出之，人格之外无画格，画格

以内无非人格。

人格的高尚与否，决定着作品精神品味

的高低。人能成为时代之先驱，画才能成为时

代之导言。



５０

在崇高人格的统领之下，艺术个性尽情

发挥，艺术风格各逞其奇，艺术形象随心所

造，艺术神韵飘渺不绝，无意不可出，无笔不

可入。晴耶方好，雨耶亦奇，画者一画，法者无

法，法由心生，法自我立。“天地之间，几案之

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

中弦，直何必皆中墨。”龚自珍《定庵八箴·

削成箴》
凡大家，皆德操自持，然后画如其人，千

古绝响，无有同能，惟标独诣。



５１

高层面的艺术，任何时候不会把具象与

抽象对立起来。艺术具象与抽象恰如一个人

的正面与背面，不能分开，也不能别扭，一别

扭就有病了。周信芳在舞台上，展示一个

“背”，这个“背”表演的越充分，越具体，越具

象，他的正面就更加神秘，更加引人深思，更

富有抽象内涵。

中国画尽可画得非常具象 但不是照相

式的真实，但不可失掉不可言喻的未知的艺

术魅力———抽象。



５２

可染老师晚年的作品臻入“化境”。化境

是大化归一、和谐圆满的境界。天、地、万物造

化与人的精神贯通合一，所谓 “道一”，所谓

“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艺术家一生苦苦追

求的就是克服无数个人与世间及艺术探索实

践中的小矛盾，通向“抱一”、“圆满”的境界。

一幅画不管多少对比关系和微妙变化趣味，

最终要大统一大和谐。如偏执对比、变化之小

趣味，犹如小气鬼，七嘴八舌，争风斗口，格外

讨厌。



５３

相诚斋《舟过谢潭》诗句：“好山万皱无人

识，都被斜阳拈出来。”说没有人能看出大山

章纹之美，被阳光描绘出来却是那么容易。诗

味很美，借助了阳光，更得力于心灵之光。凡

艺术，必须将一切外光与心灵之光聚为一处，

心灵之光为主导，艺术乃至极则。

我们深入生活，研究社会和大自然，都是

给心灵之光充电，万不可成为造化的奴隶。



５４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句名言，说的

是作画，也是说作诗。王维的五言诗 《终南

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

人宿处，隔水问樵夫。” 其实就是移动着的

“搜”索而得到的感受。诗人、画家，边走边看，

处处搜索，搜寻与其心灵的契合点。若用心灵

“搜尽”，则到了极点。可知，古人作诗作画，决

非定身一处，目击所及而为之，大抵是多时、

多地，不定点、不定时地贯穿化合，精神所向，

情深意远。



５５

大书家蔡邕早有名言：“学我者死，叛我

者生。”可惜很多人没有理解，齐白石很了不

起，以此理告诫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搞艺术很特别，特就特在它是开发潜藏

在各人内心深处的，只属于个人殊有的精神

宝藏。依个人素质不同，天授、蒙养、苦修、精

进，各异的发展但不能偏废。尤其是将养精神

浩然之气，不能忽视崇高、人格道德观和世界

观，不能没有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他诸

多艺术品格，都不能靠师傅给徒弟“输血”。师

徒各人艺术之血，是根本不同的物质合于精

神的———特殊“血型”，强行输入，艺术必死
无论哪个流派，其本质意义上的传人，必

是“背叛”其宗师模式的那些弟子。创派之人，

必先离派。



５６

中国画离不开传统血脉之哲学精神。所

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水墨为上”等等，皆

以“抱一”之大美哲学风范，为历代审美的高

要求。水墨以它极单纯的语言，表达极丰富斑

斓的天、地、人三才之外美世界和内美世界，

又流派纷呈，各出其奇，实为难能可贵，全世

界人民，必然刮目相看。一个成熟的中国画

家，愈到晚年，用墨愈单纯，也愈微妙；愈强

烈，也愈平淡，精神光辉使然。



５７

以具象的手段表现抽象的精神，这不仅

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的现实。难能可贵的是

以自己最大限度的努力塑造出令人不可企及

的具象或超具象来表现出或引申出最大

限度的不能用文字注诠的抽象精神，令人只

能意会不可言传，但通过这超具象的艺术手

段，表现出作者心性的流美，它与观者心性的

流美汇合成通达灵魂深处的海洋，该是蔚为

壮观的具象与抽象，是一块金牌的正反两

面，不可分开。东方艺术历来是具象不失为抽

象，抽象不失为具象，“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



５８

艺术创造的神圣，在于它是天不能作的，

它是天地间原所未有的，但它同时又顺应了

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和人类高层面的审美规

律，合于天道。它是艺术家的智慧美、精神美

突然闪光和哪怕是转瞬即逝的社会美和自然

美融化升华。瞬间成为永恒，艺术结晶成为作

品保留下来，以鉴世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

展。培根说：“⋯⋯一个艺术家是创造高雅艺

术的人。” 艺术是神圣的，当然应该是高雅

的。



５９

其实黑白的精神意蕴体现在书法艺术中

更为直接，姑且不谈诸如“龙跃天门”、“虎卧

凤阁”、“飞鸟出林”、“惊蛇入草”一类象征比

喻，就单说这张白纸，它不是仅供容纳摆列这

些黑字的地盘，它是我们的心灵空间，我们感

情无限制地在这心灵空间中活跃。字的生命

力，借助我们的精神在这心灵空间得以长生

不老。至于布局、顾盼、行气、点画、斜正等等

则随心所欲不逾矩，自然不在话下。

“琴棋歌舞松石上，诗酒文章水月边。”这

样的胸怀，用书法表现，若字写得拥塞、压抑，

无异于悬吊字纸篓一般的别扭。

文重“言”外意，画重“象”外意，书法重

“点画”外意。书法点画，外之情韵，别把那张

白纸小看了。



６０

大可不必把上了书本的古代画论都作为

“经典”供奉，画论就是画论，是古代评论家的

见解和古代画家的心得体会，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和今天的评论家、画家论画一样，有独

到见地，就能启发读者；浮泛之词，大而无当

的定论，往往有害。有时理论家的吹捧，往往

给艺术带上一个夹板，给艺术人送上莫明其

妙的荣誉头衔，使跛脚者硬撑着装硬汉。以水

墨画为例：水墨、水墨，水与墨合，浓淡干湿，

一任天然。天下万物，人之感慨，风雨晦明，变

化莫测。用笔用墨，一切发自情感，不必为一

时的技法专利固步自封，而限制艺术发展，导

致艺术僵化。艺术形式应该千差万别，标新立

异，但以最能自由地表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

界为高标，要能 “舍筏登岸”，何必 “抱梁溺

水”。



６１

苏轼 《登玲珑山》诗云：“足力尽时山更

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人生的任何追求都是

遗憾的，越是不易得越要追求，这是社会发展

的动力。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可望而不可及的

距离，这正是理想的魅力所在，也正是一切文

学与艺术的滋生地。

“作诗火急追逃捕，情景一失久难摩。”机

敏地捕捉生活中感人的事物，不要等待，不要

怕遗憾而失去创作契机。



６２

人生之苦是常，乐为变，变为常始，乐为

苦始，艺术事业亦然。变化创造之初，愿足意

快，是为乐也，为时无几新愿又出，苦又继之，

即乐为苦始。佛经云：“是身实苦，新苦为乐，

故苦为苦。”或云：“艺术创作自始至终都陶醉

于成功的欢乐之中，并非理想的高境界。艺术

的千锤百炼，即是吃苦的体验过程。”凡有志

于变革社会，变革人生，变革艺术之勇士，注

定要吃大苦，耐大劳，然后有所作为，千古美

誉。



６３

画面上的颜色要有精神的反射。强调精

神的倾向，必须经过精神过滤，滤掉一切不必

要的自然界的颜色，强化和凝聚心灵的色彩，

心灵之镜也应有心灵滤色镜的内涵，老子“五

色令吾目盲”，乃心灵之镜色也。

画面上的笔墨、线条、构成、布局，均是画

家的“心电图”，情感的运动线。

画面上的光，不是大自然的光，也不是人

造的灯光和一切外光的运用，而是强调中国

哲学层面的心灵之光。心灵之光随心灵燃起，

照在哪儿，哪儿便显现灵光。这种灵光贵在自

然和谐，让人乐于接受。



６４

“画是醒时梦，且梦愈奇画愈妙。”

中国古代文人在文艺作品中，常常把现

实生活中追求不到的美好事物托之于梦，在

梦中得以实现理想。因之企盼梦和渴望梦，便

成为一种精神追求。李白：“且留琥珀枕，或有

梦来时。”及至李长吉“宝枕垂云选春梦”，则

奇思妙想更为浪漫。将常想而“魂魄不曾来入

梦”之期待，“堪嗟梦不由人作”之被动，变为

“春梦”任选。

“选梦”之美好，与画相契，在画中“选梦”

使画境升华，盖有“画是醒时梦”之说。作画时

不醒，何以谈选？此说概言，不独指画面的最

终结果，也包括作画过程，“画”作名词，也可

作动词。醒人选梦，醒人画梦，美哉



６５

大师一议

古今大家，无一例外地创作出各自的一

套高标准艺术程式。这程式决非前人现成的

符号，是翻遍画史而不可见到的、全新的、生

机勃勃的程式。因此，我们说程式化是衡量大

家创造最直接的首要因素。



６６

题画选录

古人云：“山无云不灵，无木不秀，无水不

活。”吾独钟大山巨石，欲得于大山大石而穷

其工。世人当笑吾画与灵、秀、活不能相际，吾

窃笑谓当求以伟也，然其伟者与灵、秀、活皆

裣衽无间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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