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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远，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画画家、美术教育家。1952年生于上海。1980年浙江美术学
院中国画研究生毕业并留校执教，曾任学院教务处处长、副院长、教授等职，1999年任文化部教育科
技司司长，2001年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2004年任中国美术馆馆长，2005年调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作品多以反映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为主，造型严谨生动、生活气
息浓郁，绘画形式新颖，尤以擅长创作大型史诗性作品和古典诗词画意作品。代表作品有中国画《秦
隶筑城图》、《星火》、《历史》、《屈赋辞意》、《世纪智者》、《圣山远眺》、《逐日图》等；
主要论著有《东窗笔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重归不似之似》、《回到单纯》、《人的艺术
和艺术的人》、《水墨人物画教程》等百十余万字。出版有作品集、论文集、教材多种。三十余年来
，其作品入选国内各届重大美术展览，获金、银、铜和优秀奖项达二十余次，作品获国内外美术馆、
博物馆收藏。另有大量作品赴欧洲和美、日、韩等国参展，并赴多国讲学、考察访问，在法、日、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举办个人作品展。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师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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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东窗笔录（卷1）》目录： 自序 美术文论 “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兼谈当代中国人物画创
作问题 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兼论中国古代文人画艺术的审美理想 文人画艺术对未来中国画发
展的影响及其价值 当代水墨画的传统情结 寻找迷失的精神——当下中国人物画作品中人的精神问题 
重归不似之似——关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构成问题 并非背叛的选择 现代日本画的
启示 面临困境的当代中国人物画 中国古典人物画中的造型程式化概念化问题 美术评论 东窗夜记（一
） 纳洋以兴中的先行者——林风眠 黄胄和他的水墨人物画 方增先和他的浙派人物画 胸中丘壑 笔底波
澜——宋雨桂艺术风格解析 回到单纯——吴山明近作艺术风格谈 颖于悟 敏于思 勤于行——评画家刘
国辉 威斯康辛秋天的咏叹调——胡振宇近作的诗意化风格追求 再现梦幻的艺术——徐芒耀作品读解 
《象外之象》读解——评汪大伟的新作 心手圆融境天然 功理修持与“北人南相” 视觉形式中的诗性
演绎 水墨人物画述要 写意人物画品评六则 作为手段的速写 序言 文论 序《中国美术学院主题海报作品
集》 序《素描作品集》 序《汪苗国画作品选》 在历史长河的积淀中 世纪之交的中国画艺术教育 面
向21世纪的艺术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 浅议艺术教育误区四题 艺术教育中的学分制问题 现实关怀——
学院当代使命的自觉 创作漫谈 福兮祸兮皆缘画 往事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屈赋辞意》创作谈 
砚边杂记 南美纪行 东窗夜记（二） ⋯⋯ 《东窗笔录（卷2）》 《东窗笔录（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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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但是，时局多乖、仕途狭窄、人事沉浮。真正能够实现人生理想、愿望的毕竟不
多。而且即便是达到了目的的，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获罪而遭致贬抑屠戮。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一朝得意
却又丧失了“社会良知”的人格价值，专权谋利，尔虞我诈，自相残杀；或则口是心非，明哲保身，
但求爵禄安稳。而真正能够“澄清天下志，再使风俗淳”的圣贤并不很多，大多数士大夫文人则必然
偃蹇一生，难以出人头地。然而，作为本能存在的个人欲望，却并不因为功名未竟而泯除，它时时撞
击着士大夫文人的心灵，时强时弱，时涨时息。于是“内圣”和“独善其身”便作为自我心理平衡的
方式，成为他们抑制欲火，使之转移升华为人格自我完善的力量。有人继续在儒家的“仁”、“礼”
、“中庸”思想中寻求制约自我的方法；有人在道家的“淡泊无为”之学中找到出路；也有人在释家
的“虚”、“静”、“明”之说中觅得解脱途径，更多的人则儒、道、释三种思想兼而有之。儒、道
、释三教杂糅，强调人们遵循封建秩序的自觉意识；鼓励人们从内心完善个人人格，持守个人节操；
把外在束缚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社会的知识阶层，针对士大夫文人而言的。 为
了保证个人能挑此重担，行此远道，精神修养成为其必要条件。“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
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儒学理论的兼顾“穷”、“达”，正是中国士文
化极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历代士大夫文人若无法实现“得君行道，使天下治”的“外王”理想，便只
有走不为权势所屈，致枉道从之的“内圣”之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为“道”的保证，故《
礼记·中庸》说“修身则道立”，由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但是修身的目的和效用仍
然与社会、政治的等级和伦理秩序难以脱离关系。这就形成了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域民族
文化的、内倾重于外向的特征。  思想史研究表明，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善恶是非判断，原是发
端于儒家思想，但是随着封建社会对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压迫所导致的逆反心理和士大夫文人人文精神
的觉醒，使得儒家原有的礼法教化不足敷用了。“礼”作为一种半强制性社会规范，用来束缚、节制
人的欲望和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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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窗笔录(套装共3册)》取“东窗笔录”，系指我在夜阑人静之时，于东向的工作室案几之前，由读
书作画之余，留下的关于艺术思考的轨迹印痕和拉杂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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