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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道》

内容概要

《画道》一书是一种以道为终极目标并以道的方法来作画的中国画学体系。它既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画
学体系、也是一种方法论，既有思辨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了画学理论的创新、也体现了中国画
学思想中的形而上高度。“画道”的说法在过去没有形成过系统的理论，而《画道》一书所做的工作
即是将“道”的形而上与“艺”的形而下真正地关联起来，使“画道”的说法真正地成为了画道理论
，并形成明确的、系统的、“哲学性”的理论结构，使中国画成为“道艺合一”的载道之体，使中国
画成为人修心体道、尽性养命的心印方式，使道心合一的过程具有一种方便操作的日常方式，同时也
使中国画成为了一种“成圣”的方式。
《画道》理论是根据中国画学的具体需要、适用性、潜在的可能结构方式和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参
照并借用传统哲学中与道相关联的观念，构建出的与中国画相匹配的形而上画学结构模式。《画道》
既是从画学的角度出发在画学层面对于道的再释与具体建构，同时也是在实践中经验的形而上思考。
通过中国画 “高配置”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使中国画作为一种与道相结构关联的“画道”践形方式
，构成了本书主要的研究内容。本书所讨论的核心，浓缩起来可以“一、二、三”三个字来概括。画
道的“一二三哲学”原理与“三合之道”空间结构，以“兼三立两而迭用推一”的方法论，具体体现
在本书的中国画学整体研究中，并在各个对偶范畴中生动地展开，使中国画学在其最高性质上成为了
画道。本书用中国画中不同层面的对立两仪关系，证明乃至于“践形”了这三个范畴，并且以这些不
同层面的对立范畴，结构为一种丰富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结构中，以心物关系为发端、以达道的
“天人合一”与“道心合一”为最高目标、以心术与象术互动的内心观象体道方式为本、并以心印与
气术的方式印心证道于外。当然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反向运行，并以此来改变人的内心品质与胸次。这
样的效果对于中国画作品的观赏者亦具有同样的作用，因此画道直指人心，并且性命双修。
《画道》一书综合起来有五点特色：首先，在中国画的角度回答了所谓“绘画死亡”的问题，找到了
绘画存在的充分合理性与必然性；第二，通过建构中国画学理论的形而上结构与价值体系，可以解决
中国画的话语权问题；第三，解决了一些在中国画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并可以打破
中国画所遭遇的多重矛盾共存的瓶颈；第四，有可能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产生某种实践性意义，
并有可能对于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参照性价值。第五，画道既是一种具体的绘画方式，同时也是
一种“哲学性”的心体方式。在画道的方式中，人会经验到“知行合一”、“体用合一”、特别是“
道艺合一”或“天人合一”的道心境界，因此画道的方式就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哲学”方式，就
是“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画学中的体现，对于中国文化在今天人类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积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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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俊的曼日玛青年》、《惊蛰》、《青山永在》、《云栖之乡》、《魂兮归来》等；代表理论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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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画道的“一二三哲学”
引论：画道的思维方法
第一章 绘画与中国画的本体
第一节
“死亡”的不是绘画
一 绘画死亡论
二 传统油画与“传统的观看方法”
三 死亡的不是绘画
第二节 作为绘画本体的造形
一
绘画的人类学价值
二 绘画造形的性质与意义
三 图像时代的绘画造形
第三节 中国画的本体
一 中国画
二 以造形为本体的早期原旨中国画
三 以笔墨为本体的文人画
四 以造形与笔墨做为共同本体的未来中国画
第四节 重视中国画造形学的研究
第二章 造形本源
第一节 物源
第二节 心源
第三节 道源
第四节 气源
第三章  笔墨之源
第一节 古源
一 以古为“源”
二 中国画师古的内在原因
三 临摹中的似与不似
第二节 书源
一 字源
二 书源
第三节 一画说
一 一画说的来源
二 一画说的内涵
三 《画语录》一画说的文本分析
四 一画不可说
第四章 画道三合
第一节  单一本源
第二节  二分法
一 西方与中国的二分法
二 二分法的正反两面性
第三节 心物二分法的合二障碍
第四节 三分法与两脉络
一 三分法
二 格物穷理脉络
三 尽性知天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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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画道三合
一 三合的出处与参照
二 三合之谓道
三 三合之道的基本性质
四 三合之道的“二一”关系
五 三合之道的三合关系
第六节 在三合结构中贯通两脉络
一 格物穷理一脉的继续贯通
二 尽性知天一脉的继续贯通
第七节 在三合结构中兼容二分法
第八节 一体之仁
一 合内外
二 一体之仁
三 胜物而不伤
第九节 天人合一
第五章  画道的基本方法
第一节 画之为道
第二节 象物
第三节 求理
第四节 观气
第五节 取象
一 理气合一，物以象显
二 大象与万象
三 意、象、言
四 应物象形与点画象形
第六节 心观
一 观与象
二 心与观
三 但取精灵
第七节 意象
一 象心
二 道心
三 三合生心象
第八节 上行的方法
一 兼三
二、立两推一
第九节 下行的方法
一 理的方法
二 气的方法
三 理气合一，合于天造
四、行中道
五、三合生心象
第十节 画道的基本性能
一 立象以尽意
二 圣迹
三 益生
第六章 心术与象术
第一节 心术
一 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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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洗心术
三 斋心术
四 尽心术
五 大心术
六 心法立两
第二节 一般中国画的观察方法
一 目与目力
二 传形写影与触物圆览
三 实对写生与目识心记
第三节 画道性质的象术
一 饱游与沃看
二 动观与静观
三 以大观小与以小见大
第四节 画道象术与心术的合一
一 神视心觉
二 心丹炉鼎
三 反观内视
第七章 心印与气术
第一节 心印
一 画者心之文
二 心手相应
三 默契造化，与道同机
四 机神所到，天人合发
五 心印
第二节  气术
一 气术
二 画者气之体
三 气术方法
四 以气观画
第三节  心术、象术与气术
一、心印与气术
二、心术、象术与气术
第八章 论四大关系
第一节  形与神
一 形神问题的历史脉络
二 绘画中的形神问题
三 形以载道
第二节 写形与写意
一 写形的心印传统
二 文人写意画的由来
三 论写意
四 心与形合，象与笔合
第三节  似与不似
一 似与不似
二 似与不似的原因
三 似与不似的关系方式
第四节 造形与笔墨
一 书写性笔墨的性质
二 笔墨与造形“混搭”所产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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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画道中解决造形与笔墨的矛盾
第九章 论八种对立范畴
第一节 有形与无形
第二节 黒形与白形
第三节 立象与表意
一 立象
二 表意
第四节 “诗画”与“舞画”
一 诗画
二 舞画
三 “空间中展开的生命之流”
第五节 实对与虚对
一 实对
二 虚对
第六节 象形与符形
一 象形与符形的性质
二 象形与符形的评价
第七节 塑造与书写
一 凹凸与三面
二 塑造与书写
第八节 骨法与书法
一 谢赫时代的“骨法”
二 张彦远对“六法”理论的重构
三 元以后的书法用笔和骨法与书法的关系
余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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