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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道》

内容概要

《艺道》分“杂谈”“杂感”“杂论”三部分，收入石鲁关于美术的随感、讲话、论文，为不可多得
的研究石鲁的第一手文献，同时对于美术爱好者有难得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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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道》

作者简介

石鲁，原名冯亚珩，四川仁寿县人。因崇拜清初大画家石涛和现代革命家、文学家鲁迅而改名“石鲁
”。15岁考入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图画系，系统学习传统绘画，为后来的国画创作打下了基础。抗
战爆发后赴延安投身革命。1944年调入陕甘宁边区文协美术工作委员会任创作员。解放初，被安排到
陕西美协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美协副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西安美协副主席等职，与赵望云一起团
结西北一批画家，为创建“长安画派”作出了很大贡献。“文革”中受迫害，几近死亡。“文革”后
重返画坛，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国
画院名誉院长等职。1982年会去世，享寿仅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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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道》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谈感受 有人问曰：造型艺术之感受，是否诉诸直接的视觉形象为基础？ 余笑曰：
造型艺术固为视觉的艺术，不单指可视的形象表现或以视觉为感受的主要方面，如果认为只有直觉的
视觉感受，所谓直接的才能画，那无异使画家的视觉限于照相机的被动作用。画家的视觉感受，既可
以是当时当地的真人真景，也可以是过去的遥远的视觉的回忆与想象。所以画家超越于照相机，而且
具有想象联想的思维活动。并且他不仅仅是用眼睛看看，也要用耳听，用鼻子嗅嗅，所以视觉艺术并
不只能限于可视。因为就感受而言，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在起一定的作用。半夜三更，听到驼铃的声音
可以唤起一幅远旅的晨曲图；也像音乐家可以从皎洁月光下获取月光的声音，如流水的淙淙，如心之
跳动。诗人称红杏枝头春意闹，春居然有闹声，画家为什么只能用眼睛呢？我明明在田野里呼吸稻麦
的清香，沁入肺腑，当然不能在画纸上洒香水，要臭则抹大粪。然而“踏花归来马蹄香”，不是也成
画题吗？深山藏古寺，米勒之《晚祷》《荷锄的男子》，总可使人领略到花的香气、钟声、微微的气
喘声，甚至祈祷者的心亦好像正跳动呢！这看不见呀，岂不说得太玄乎其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在于心领神会也。 神通乎声，则风荡于草木，波涛吼于江河，鸟鸣于花丛林间。 神通乎味，则树抒
发出清香，人体散发出热气。 神通乎形，则诸形皆像，高山如有人，人亦有如狗，狗亦类乎人者。 
如此之变，乃神在其间，一以贯之。否则不动之为动，形之于声，声之于色，色之于味，则互不通气
矣。气不通神将焉附。绘画何以思想，音乐何以形象！ 画者之感受无异于常人，耳鼻口舌心均用，假
若在生活中你只用眼睛，何异于残废，而呼吸与欣赏，正是一个健全的五官活动。只凭藉眼睛的画家
，可以说最多是模仿眼睛的对象，以外许多可入画的题材，在他的照相机面前是受到限制的。 画家不
一定全要写诗，但在他感受生活时，同样是诗人。画家不一定会作曲、吹弹、歌唱，但他在感受时，
同样是音乐家，甚至也是戏剧家、是演员。问题只是他的表现手段不同，思维感觉器官是一样的。 画
什么，首先是画者欣赏了画的对象。所谓欣赏，当然不是漠不关心的，挚情是难却的，而且正是欣赏
的推动力。情固然有大与小、私与公之分，而画家感受的乃是至情。愈是离开一切狭隘卑微私情的人
，情愈高、愈深、愈远，也愈能欣赏生活、关心生活。《夜店》之所以有温暖之情趣，是因为旅客长
途跋涉后所得的归宿，店虽不大，其味无穷。普通人所能得到的精神满足，画家也能感受到，而且把
这种普通的感受体现在画面的时候，观者凭经验从心眼里唤起消失了的温暖感。问题不是叫观众去美
化简陋的甚至是肮脏的夜店本身，而是观众在自我的感情升华。因为高尚情操，并不是物质生活的享
受与刺激的分泌物。如果把功利主义的观点作为标准，那一切将不值一画了。然而，革命功利主义正
是把事物的意义和真挚的感情，看得比实际生活高而更高。重气节、重品德、重情义、重真理，轻利
欲、轻名财、轻物欲，这正是艺术家成为艺术家的修养条件。因为艺术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创造。带着
个人实用观点、功利观点去从事艺术，是不会取得真正成果的。而革命的功利主义观点，则是艺术归
于人民的、阶级的、时代的作用。 五官灵不灵，问题还不在于用与否，最根本在于心。 如果普通人
感情的电流都透不过麻木的心肠，即使有感受之门又有何用呢？而艺术家受生活的感动而高兴或痛心
，还不够，他还要表现。带着笑、带着泪、带着愤怒、带着情感去观察感情，分析感情，这常常是最
难的。当然问题不在同时的当场出新，而是在感受之后的溶解、回忆、思索、反刍、联想。感受的波
动在心里如一潭绿水，一切感情重在心潭里再发育培养，滋生成器。如果生活之源流在心中储蓄不起
来，即使是黄河的急流冲击过你的心胸，而洪水去后，也不过只留下一片荒凉的泥滩。 艺术家与常人
不同者，在于他能再生活，胸中尚有天地。生活之源，集于心中，形成一个内心世界，或者叫内心生
活。所谓“中发心源”，不是别的，而是生活的再生活。 到生活里马上要吐出来，不能说是不可能，
也不能说是绝对必需。问题是印象要深，蕴蓄要大，成鱼成龙，自有来数。大凡为艺术的记忆，愈久
愈新鲜，大概可以说是有种了。 作画归于情，情者感受生活与艺术之门户交通也。无情不足以达思，
然情有久暂之分，至深至大与至琐至浮之别。新鲜感可打动暂时之情，如过眼人物，然短暂之情虽难
觉，但满足于此，则堕为情欲的低层，而轻浮浅薄矣。艺术之情须一往情深，经久不忘，始终不渝，
凝情深思而后可惊天地而动鬼神者，至情也。惟其所至，则深通于义，因义则活，最为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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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道》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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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以窥探名家对美术的理解。
2、石鲁看来特立独行，实际对传统文化最痴迷。
3、一味狂怪，就粗野而寡趣。相反，只求技法文雅，也有伤气质。因求柔媚而不敢吐气，恐怕也会
害艺术的生命。略读几字，有醍醐灌顶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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