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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前言

　　有人说一切艺术都倾向音乐，参照自己长期实践的经验我认为言之有理。造型艺术的形式、音乐
的韵律、戏曲、舞蹈、诗歌⋯⋯无不依靠对比、均衡、虚实、空灵等等抽象因素，而所谓音乐的，等
于抽象的。抽象，或被认为近乎空灵，其实是艺术不可或缺的潜在载体。　　“有意味的形式”，这
“意味”是什么呢，是情意，是诗意。是一种难以语言表达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意味”，那么形式
美失去了灵魂，空洞了，虽美，却乏味。我对“一切艺术都倾向音乐”的说法不认同了，而感到一切
艺术都倾向于诗，诗比音乐深一层内涵，她比形形式式偏官感的抽象美感更富思想深度，拨人心弦。
众技皆求归于艺，诗就在艺之堂奥。　　我自己作画，一向探索形式之美，但同时竭力追求意境，这
是诗与画的邂逅吧，自己并未分析。只是，有画意时作画，而有时，似有灵犀，怀孕了，却并非形式
感，是一种难以描画的异种，近乎诗了，我以文字表达这类情思，不知不觉，日积月累，写出了一百
几十万字的随笔或散文。常有友人说我这个“名”画家的画他并不完全了了，而对我的文却十二分欣
赏，认为胜于我的绘画。　　或文或画，一母所生，良知良心一色，见仁见智，当由读者感受。文字
的流传比绘画方便快捷，其读者群的扩大，很可能超过绘画，作为双胞胎的母亲，希望生下一双郎才
女貌的完美后裔。　　湖南美术出版社正在出版我的大型绘画全集，今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开始出版我
的文字全集，男婚女嫁，母亲该心安了。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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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内容概要

《吴带当风》中所收录内容基本上是作者历年来散见于报刊的学术随笔和世情文章。《吴带当风》附
录收入李大钧先生《历史的恩赐——吴冠中一九四六年公费留学法国考试试卷意外发现》一文，可从
中见证吴冠中先生的画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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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作者简介

　　吴冠中先生，当代中国著名画家。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农村，1942
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1947～1950年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高等美术教育工作
，并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国画现代化的理论与创作。曾在美、英、日、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
办个展，荣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位。　　作者为了绘画，走遍天涯，搜尽奇峰；因自幼喜爱文学，
作画这余，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散文，亦自笔底流露而出。　　英国文学评论家迈克·苏立文教授说：
单凭发表的文字就足以让他在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那样强烈、简练与坦诚的表达方式，可
与他所崇拜的梵高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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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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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编辑推荐

　　吴冠中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画家。他为了绘画，走遍天涯，搜尽奇峰；因自幼喜爱文学，作画
这余，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散文，亦自笔底流露而出。 《吴带当风》是吴冠中文集的其中一册。《吴带
当风》插画选自吴冠中先生2005年和2006年新作，选录多幅吴先生为探索汉字结构之画作与读者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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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精彩短评

1、想起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了。
2、突然想读吴老的书和找实习经历的事情有着莫大的关联。想自己虽然身为艺术专业学生和爱好者
，竟对中国著名的画家们所知寥寥，实在惭愧。看过陈丹青在吴老去世时候写过的文，其真诚倔强不
屈服的精神跃然纸上，再看他自己写的散文，虽然不能说是字字珠玑，但却尤为的朴实真诚，尤其是
对艺术道路的理解更是发人深省，值得一看！吴老的为人让人敬佩，他的画我也很喜欢，尤其是那些
用极简风格绘制的江南水乡，尤爱
3、为了做期刊一目十行读了三本。文字和老吴的画相比明显是罗里吧嗦。
4、先看吴老的画，后读吴老的文，感叹敬佩不已
5、情真意切
6、阿尔泰的白桦树皮是供人写情书的，愿乞讨一片，写几句家常。  吴先生是实诚人。
7、文字与画同样优美
8、图书馆随便翻到的，画风和文风都很喜欢
9、大师只言片语，三两白话，不休辞藻，然鞭辟入里，事理跃然纸上，世事之洞明，人情之练达，
品格之璞真令吾叹为观止，真是活的怎样明白的一位长者唷~~
10、读书在点滴之间
11、关于画与作画的散文，那样淡泊名利的风骨，真的很多人怎么样也不会有的。
12、当然并非篇篇珠玑。
13、抽象中国风
14、吴老的印记
15、画家的文笔
16、与之前读过的其他作家的感觉类似 故无新感 抱歉
17、好书·好画
18、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在我朝不是互动，是绑定。
19、吴老的画作为插图 断断续续的看 更愿意把这本随笔当成是一种心境 时不时的翻动几页 虽不及画
作那般直观且富有韵味 但是真真切切的文字也是一种大师的风范啊
20、当代中国的美术界水平低于非洲
21、还是更喜欢他的画
22、很是羡慕这样的人 边走 边画 边写  生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就是一种心情与心境
23、有警句散见，无文章精妙
24、喜欢他的画，想走得稍近些，看看这个可爱的人。
25、具象与抽象之间，东西方艺术的一座桥，真实的老头子
26、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从吴先生处可应征，书画文章亦同体。
27、插图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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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精彩书评

1、像未来的、正直的人被扔进那样一个时代，历经苦难，却仍保持着本真。而这样的老人又活在了
今天，展望现在和未来，回忆过去，感叹人生。你激动无语的看着老人的文字和艺术，你在体会心灵
。思味如此的人生呀！虽然被艺术搞得悲惨不已，也还好，老人有艺术和心灵本身的美好为伴，我负
丹青、丹青负我。相信未来您会有更多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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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章节试读

1、《吴带当风》的笔记-第29页

        【一个好的艺术展览是这样的】
        2002年春，香港艺术馆举办我的大型回顾展《无涯唯智——吴冠中艺术里程》。这个展览对我很
有启发，他们不仅张挂了我的作品，而是通读和理解了我的艺术探索后，剖析我探索方向中的脉络，
将手法演进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并列展出，令观众易于看清作者的创作追求，其成败得失，共尝
其苦乐。比方从八十年代的《双燕》到十年后的《秋瑾故居》，又十年而出现《往事渐杳，双燕飞了
》，三幅作品被并列，我感到自己的被捕，我的心灵隐私被示众了，自己感到震撼。关于近乎抽象的
几何构成，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其实都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不同时期作品的筛选与组合揭示了作
者数十年来奔忙于何事。这样的展出其实是对我艺术发展的无声讲解，有心人当能体会到这有异于一
般的作品陈列展。

2、《吴带当风》的笔记-第324页

        【如何夸赞别人的文章】
         说吴冠中当年留法考试的试卷：
         通篇采用文言文，开宗明义，下笔不凡，文采飞扬。在紧扣主题的论述中，脉络清晰，立意高远
。整个试卷见解卓然，文脉贯通，一气呵成。且文笔张弛有度，深有大家风范。读后令人口舌生香，
神青目畅。体现了一个年轻学子不拘成法，评估论今的昂扬气势和旁征博引、渊深厚重的学问基础，
老练的文风和鲜明的观点令人钦佩。

3、《吴带当风》的笔记-第88页

        
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见。

美盲要比文盲多，不无怅然。

4、《吴带当风》的笔记-第158页

        【艺术创作中“错觉”的重要性】
          画家写生时的激情往往由错觉引发，同时，也由于敏感与激情才引发错觉，并非人人都放任错觉
，有人所见，一是一，十是十。同照相机所反映的真实感很接近，而与艺术的升华无缘。从艺六十余
年，我深深的感觉到“错觉”是绘画之母，“错觉”唤醒的作者的情窦，透露了作者品味的倾向及其
素质，儿童画的动人之处正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天真的直觉感知。直觉包含了错觉。所谓视而不见，
因一味着眼于自己偏爱的形象，陶醉了，便不及其余。

5、《吴带当风》的笔记-第102页

        【工笔画和印象派是一对冤家】

                 工笔画将画面的全部内容罗列在观众的眼前，由观众的眼睛任意挑选，但看着看着，反容易
忘却了全局的效果。印象派不让你着眼于任何局部，她只给，她只给一瞥的瞬间，让你留下瞬间的强
烈视觉印象。比如蒙住你的双眼，将你送到郊外什么地方，然后突然打开你的双目，又匆匆蒙住你的
双眼。这匆匆的一瞥，你未及观察任何个体事物，却获得了鲜明的瞬间印象，这就是印象派绘画的主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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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6、《吴带当风》的笔记-第149页

        【关于笔触】
       早期西方油画没有明显的笔触，浪漫派后开始保留笔触。笔触，那是作者创作时心跳的烙印，或
者说是心电图。中国书画的笔墨痕迹同样透露出作者的心态、品味，同样是心电图。

7、《吴带当风》的笔记-第58页

        《老马不识途》怀旧是一种情怀，而创新是欲望，是现实的必须。我们以汉唐文化为骄傲，但如
果今天中国的面貌保持着唐代的风貌，今天的北京依然长安古风，便不可思议。父母生了一群子女，
有个别长得像父母，但大都并不像，这不是坏事，要紧的是比父母更健壮，更智慧。马驹最初是由老
马带领上路的，但马驹爱闯，新路都是马驹闯出来的，识途老马识的只是归途，而我这样的老马连归
途也不识了。
这一段让我想了很多。日韩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新还珠新倚天新射雕的拍摄。应该以什么
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大家都在摸索之中。

8、《吴带当风》的笔记-第29页

        在《生之欲》作品下，我写了创意说明：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
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似舞蹈，似狂
草。生命无涯，美无涯。

9、《吴带当风》的笔记-第287页

        【艺术教育】
     培养慧眼比训练巧手更重要

10、《吴带当风》的笔记-第154页

        【科学与艺术】
       科学专注于揭示宇宙物质之奥秘，艺术陶醉于探索感情之奥秘，她们揭秘，她们探寻新境，同样
在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真正的科学家和严肃的艺术家是同一个创造家。

11、《吴带当风》的笔记-第25页

        【横站】
      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

12、《吴带当风》的笔记-第28页

        九十年代末接触到李政道博士，他在艺术中求证他的”宇称不守恒“等发现。他将弘仁的一幅貌
似很对称的山水劈为左右各半，将右侧的镜像（镜子里反映的形象）与右侧的正像并合，成了绝对对
称的另一幅山水图像，便失去了原作之艺术美，这正是对称美中必含蕴着不对称的因素。我作了一幅
简单的水墨画，一棵斜卧水边的树及树之倒影，树与树之倒影构成有意味的线之组合时，必须抛弃树
与影之间绝对的投影规律之约束；同样，远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那山峰两侧的线彼此间有微微的
倾斜，透露了情之相吸或谦让。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初中吧，出于好玩曾把自己的照片劈成两半然后取其一水平翻转合成完全对称的
一张脸，那时只是觉得看着自己原本正常的脸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很有趣，却没想着什么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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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带当风》

万物如果完全对称便失去艺术美的事情。现在想来，确有其事。
突然想起角楼的照片，好像是说要使角楼和其在护城河上的倒影的一条棱共处一线才是最佳摄影方法
，实像与虚像的完全对称和吴冠中先生所说又是不一样了。不过艺术本就是种感性的东西，自己觉得
美了便好，管他那么多理论的东西做什么。

13、《吴带当风》的笔记-第25页

        【笔墨等于零】
       “笔墨等于零”，这个零，是指笔墨价值的统一标准，故开宗明义，我强调：“脱离了具体画面
，孤立谈笔墨的价值，其价值等于零。”

14、《吴带当风》的笔记-第57页

        《老马不识途》老马识途，老马识的不是新路，只是归途，如今老马连归途也认不出来了。
北京城的变化很大又很快，也难怪吴老先生会不认识了。老马识途，识的到底是什么途，我以前怎么
就没好好想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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