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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小记》

精彩短评

1、美好的生活一一展现⋯⋯真正的美学。
2、看过邵琦老师的《中国画文脉》，小葱拌豆腐似的的行文包含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绘画知识，叙述
之余还有无尽的思考空间。《书屋小记》必定又是一充满智慧火花之作，期待ing~
3、零碎时间翻开读几段，感觉不错
4、宜闲暇时偶翻几页，忌一口气读完。常有哲思妙语，颇耐人寻味。
5、短小精悍 比长篇大论能让人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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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小记》

精彩书评

1、艺术欣赏的虚无缥缈是缘于标准的失落，艺术评论的语焉不详是缘于立场的交织。邵琦老师的书
看过一点点，但是开卷有益，自己一些原来或模糊或走偏的观点在邵老师的文章里得到印证或纠正，
所以很期待这本《书屋小记》。邵琦老师的画作正统，文章大气，此书必买.......
2、余尝读其《中国画文脉》、《晚明以来中国画的语境与语义》二书。文思缜密，论辞生趣。前者
上溯老孔下达当今，理中国画之文脉。后者领人入幻，观时空颠乱一场赛。两书皆以古鉴今，实非有
大胸怀者所不能为。受惠颇深。以书思人：高士隐林幽，一览众山小。偶览其微博，只言片语，款款
兮若闲庭之漫步，璨璨兮如翠林之透日。字里行间则得窥：羽扇纶巾，谈笑风生。得逢其新书当出，
颇为期许，欲速拜读，以解心馋。
3、偶尔记录下感慨和灵感是个很好的习惯，曾经我也有，现在没了。起初，我以为这本书没出版的
价值，后来细细品味，收获不少。推荐大家，都买一本，无论在上班的路上，还是闲暇呆在家中，都
可以拿出来品味其中味道。
4、　　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字里行间透露着这喧嚣闹市中的静谧思维和博览群书后的融会贯通，笔
者或是寥寥几笔勾勒出意趣无穷的景致，或是擘肌分理地描绘一个汉字，理解一个词汇，在学术的生
活中探讨生活的学术。对一个小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非凡的分析能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往往令读者叹为
观止。期待阅读~~~
5、书画——美好生活所有的艺术都有想通之处，书与画的完美结合，文艺气息丝丝扣入心田。文中
散发出来的独特与品味，悠远流长。书画，美好的生活一一展现⋯⋯真正的美学，使人得到艺术的熏
陶，心灵的净化。
6、邵琦先森的书，读着不累，《书屋小记》，文人小品，更为期待。至少，学习中国画与中国画论
的人应该一读，关于传统与当下，先生有许多妙论。看过東方早报艺术评论上邵琦先生专栏的朋友，
自有会心。从哪来，到哪去，该想想，读邵琦吧。
7、一直关注邵琦老师的博客，喜欢他的画，传统，雅致，见功力，文人气息，喜欢他时而平和时而
激昂的文字，有时仅仅只言片语，也有拨云见日之感，令我茅塞顿开，一直在学习中，一直跟随先生
的脚步。所以，很期待这本书！！！
8、看山、赏云、听雨，然后读书。书屋小记，从书画中散发出来的独特与品味。如果我们能对生活
的种种细节给予瞩目，对人类艺术同样致以敬意，那生活，是否就能更加赏心悦目？小小感想~我在
杭州，期待邵琦先生的《书屋小记》，文艺女必读~
9、也许，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感到的是抽象、枯燥和乏味。但是，如果你拥有一定的美术史论
功底，再读，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是如此丰富、浩瀚和耐品！每一句短小精悍的言语，都是一个铿
锵有力的观点。邵琦老师是一位学者，平时讲课时喜欢用最简单的吃穿问题来解释深刻的艺术哲理，
深入浅出，令人茅塞顿开；邵琦老师是一位文人，他经常说文采是想出来的，当你真正对一个事物有
想法的时候，自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词汇表达到位；邵琦老师是一位画家，他提笔作画时只愿意用手思
维，通过毛笔的皴擦点染完成自己私人化的动作。观邵琦老师的画，无需多思，感受画面的静气，喜
欢就好。但是，读邵琦老师的书，必须多想，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他四两拨千斤地一带而过了，只有
细心留意的读者才能体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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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小记》

章节试读

1、《书屋小记》的笔记-全书

        标准的失落，在当今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这一事实却是被遮蔽的、潜在的。在艺术，是用新旧
来遮蔽的。这种僭越状态，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现今的标准便是新旧。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在艺术
中，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

创新，或许是艺术的本性之一，是艺术的要求，但不是艺术的标准。艺术的标准是优劣。虽然，这已
近于老生常谈，却依旧是需要明确的基本前提。因为，把“创新”作为标准来检视艺术，用“新旧”
来替代“优劣”，正是当下的现实。新旧的比较，尽管也可以空间地进行，但时间的不可逆，从根本
上否决了空间比较的客观性，并使得这种比较成为一种虚幻，一种假象。

“当代压力”，其实是现代压力。这种“现代”实际上主要不是来自艺术，而是社会或政治的。这就
是为什么有“当代压力”的画家多半具有更强的政治感——权欲。因此，当代压力，根本上是非艺术
性质的。

有论经济的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种发问方式本身就极其无聊。为什么中
国要产生资本主义？就像问欧洲为什么没有井田制？英国人为什么不讲汉语？莫名其妙！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阶层中的这种“盲目”，在原先的民族、救亡，渐变为现在的民主、图钱
。——以民主为旗号圈钱谋利，是当代文化艺术领域中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中国文化，坐实在关系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关系，不是具体的，不是人，亦不是自然，
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那个东西;关系，亦不是虚无的，既是人，亦是自然相关联的那个东西。故，关系
既不是实有，亦不是虚无，而文化便在这有无之间呈现。

二十世纪中国绘画语境的性状是冲突。在中西冲突中，精英采用是“反田忌”策略：即用中国画中的
糟粕与西洋的精华相比较。这种扬短隐长的“精英策略”——“反田忌”策略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至今
未得到认清。

古典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差异之一，在商标注册与专利权。古典艺术不注册商标，也无所谓专利，那是
因为仿作太难;能仿的人，也不是常人。当代艺术(艺念)必注册商标，事关生死，那是因为仿制太易，
更要命的是一旦仿得成功，就全没戏了。

“有特点”、“有个性”，其实说的是“不咋样”、“比较差”。

“复古”往往被看作是“创新”的对立。这就受了旗号的蒙骗。“创新”，是修枝剪叶，一望而可得
变化之形态；“复古”则是挖根刨土，虽不能立竿见影，却有脱胎换骨之期。修枝剪叶，变其形而不
变其质，所以，革新带来的结果，大抵总是复辟；挖根刨土，必然是推倒重植，所以，复古带来的结
果，大抵总是新生。

欧洲人的悲剧情怀，其实是宗教的遗绪——原罪感。

西方文化的视野与根基是：国家；中国文化的视野与根基是：天下。

当对科学与非科学的界分津津乐道时，其实也就是科学对自身的霸权的欣赏。而在努力发挥科学误导
作用的人，往往并不是科学家。这是在对科学进行反思需要注意的现象。应当警惕科学的这种被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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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小记》

显然，在现今中国人的认知中，把科学排除在文化的范畴之外，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尽管已经有
多部科学著作问世，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科学史论著作出版，但是，把科学与文化对立起来，依然是今
天的基本语境。

文化的保存与文物的保存不同，前者在技巧（规范），后者在实物。仅有文物，文化同样会断裂。古
埃及的文物丰富，但文化不存。

视觉因其感官性而具有直接相较的可能，但是，美术在绝大部分时间（历史）都不是感官性的，理解
这一点有困难，却十分必要——因为，局限在感官，事实上也就等于放弃了美术。

知“古”，其根本是有标准。真正的创作，是拥有标准者的事。尚未拥有，甚至都不知道何为标准的
“创新”，其目标往往是制造混乱。于是，蛮横，就成了通行证。艺术的标准是美丑。除此之外，都
不属于艺术。一如科学的标准是真伪，除此之外，皆不属科学。

中国人对自己的思想的不重视，是二十世纪的“遗产”。

历史文化认同，固然是当务之需、当务之急。但是，更需追问的是：为何缺乏历史文化认同？六十年
来，我们少有真正的历史学家、历史著作、历史观念，这才是根本！不把历史文化拿出来，让人们如
何去认同？六十年来，我们见到的历史著作，引导人们能做的是否认，是抛弃，并且冠之以“批判”
的名义。

当看到眼前的阴影时，不必忧虑，因为在你的背后有阳光。今天很多人看中国画的时候，便处在这种
情景，看到了眼前的阴影，但不愿意回过头看阳光。所以，对现实悲观的往往是没有历史感，却充满
使命感的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统，就是垃圾筒！——是他。二十一世纪的当今：传统，怎成香饽饽？——还
是他。上个世纪捞了一把“现代”，这个世纪要捞“传统”了！

艺术的创造，就是择取某样东西之后，不停地重复，相互摹仿。古时如此，今时亦如此。故于艺术不
可妄言创新。一个艺术家不停地创新，其实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或者是别有用意。

艺术家的工作在本质上是无人可替代的。也就是无须在此之外再去寻求创新的一种工作。因此，从逻
辑上来说，宣称艺术要创新，本身就是一种谬说；或者其根本就是不能算作是一位艺术家，因为不知
道艺术是什么。

中国画重写生，皆在生机。

写生，是花鸟的别称；传神，是人物的别称；畅神，是山水的别称。

意义搜寻，使得绘画越来越苍白、空乏。因为意义的搜寻，往往是借助文字来代替绘画。既然文字可
以代言绘画，那么还要绘画做什么？

绘画，应该表达文字、声音所不擅的东西。唯有这样，绘画才能回到绘画本身，绘画才能获得生存的
理由。

当技法的指向不是表达心性而是图解观念时，工匠的概念就有了落实的地方。而工匠的最高境界便是
“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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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小记》

当人们说：“这幅画真有意境！”这时候他所面对的这幅画中并没有一样被称为“意境”的东西存在
。换言之，“意境”并不在画中。但是，人们的这一判断，并不会因此而称为假的判断，因为他确实
“看”到了。严格地说是通过“看”，获得了。不是从画里“看”到的，而是借着“看”感受到的、
领悟到的——画面形象引发了他的心绪，经过认知加工，然后获得。所以，“意境”不是画家的，而
是观者自己的。

“空山不逢人，心静自太古”。诗好写，画难形。空山，于画当满画。因为无人为伴时，忙的是眼睛
；有人结伴时，忙的常是口舌。所以，结伴而行，往往一路下来，似无所见。细节，总是在心静时才
会发现。心越静，所见便越多。

艺术，是生活中的，而不是专门制作的。中国古代书法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无论被誉为天下第一的
《兰亭序》，还是天下第二的《祭侄稿》，原本都只是草稿、手稿而已。魏碑、唐楷，也都有其实用
价值。真正的艺术融在手札、草稿之类的实用之中。

书法是写字。天下第一行书，第二行书，第三⋯⋯其实都只是草稿。天下没有书法。书法是别人看出
来的。当天下没有书法时，书法便有了。奇妙？就是这样。

绘画从墙上走下来，就成了自己的艺术性；书法从桌上到墙上，完成了自己的商品性。中国的艺术在
书案上，艺术的商品在墙上。中西之差异或亦在桌上与墙上而已。

知颜字之瘦，便悟柳字之肥，反之亦然。颜字之奥不在肥，而在瘦；柳字之妙不在瘦而在肥。一如王
蒙之妙在疏，云林之奥在密。悟此，而入画道矣。

艺术的“后现代”与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是配套的。在晦蔽之中，大家都可设局。所谓的艺念在设
局，经济也在设局，并且相互利用，互为支撑。

时代的黑暗面，在于对技术的抛掷，西方的中世纪或可给人一面映照的镜子。绘画因着弃置技术，而
呈现混乱，便是必然了。

在感觉中，真实度最低的是视觉，其次是听觉，再是味觉，再次是嗅觉，然后是触觉，最后是脏器觉
。故感觉的真实，当从心跳、饥饿向痛、痒，再向香、臭，再向咸、辣⋯⋯递减。

“观念先行”的弊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批判，已经昭然；但是，合乎“科学”的“观念后成”，却
更容易堕落为一种辩解。借助了“观念后成”的旗号，实施现游戏后规则，是所谓的“当代艺术”普
遍采用的手段：事后制定规则。同样，“当代艺术”理论的基本特征也是“事后规则”。“事后规则
”其实已经不是规则，而是一种“辩护”或者“徇私”。“事后规则”实际上是为行为的盲目性作“
合理”与“合法”辩护。于是，盲目的行为就拥有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书屋小记
》）

Page 8



《书屋小记》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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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