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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钟声》

内容概要

《幽谷钟声:中国画家诗话》的写作过程，也是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的过程。这些文字带着北京胡同酒馆
的味道，弥漫着西湖山群中的雾气，萦绕着金陵水畔的一缕茶香，但无论走多远，我都要回到斗室，
在凌乱的书堆中进人一种新的澄明。我把书房的秩序看做是自己心灵秩序的显现，这是一个开放的、
有着相对私人秩序的空间，书按照我的需要摆放，新书不断增加，最终，它们都会进入一种和谐，虽
然对他者而言，它们显得凌乱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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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荣东，山东沂源人，长于北大荒。毕业于山东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现供职
于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研究所。著有《新画品录》、《现代鲁籍中国画名家研究》（主要作者、副主编
）、《兰竹精神——柳子谷艺术论》、《积淀与交融》等著作多种，曾获“刘勰文艺评论奖”等多项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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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寺秋深：黄慎一竿清竹：郑燮潇湘风竹：李方膺今世画人前世僧：罗聘灼灼其华：吴昌硕似与不似
：齐白石如夜行山：黄宾虹故山入梦：张大千后记：书房的秩序附录：心灵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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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实现本土化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和新诗之间出现了不可弥合的鸿沟。再说绘画，中国画自近代
以降的改良、变革始终没有停止，绘画逐步远离笔墨传统，素描式的造型、制作使中国画的形态产生
了变异，画家的书法、诗文修养严重削弱。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画家虽然还有在画面上题诗的习惯
，但基本是引用古人的诗句，画家已经不具备用诗歌语言表达情感的能力，只能从古人诗歌的意境中
捕捉一丝余韵。　　但就这这样的背景下，画家诗也依然存在，如齐白石，他的诗歌既绵延了传统，
又充满纯真的个性，有浓郁的时代情感，他的诗歌是典型的“画家诗”，有着与专业诗人不同的审美
特质。这样的创作因齐白石的画名太高，被诗歌界与绘画界所忽视：诗歌界把齐白石当作画家，诗歌
史不会关注这样的诗作；国画界把白石老人奉为圭臬，认为诗歌乃画家之余事，也缺乏必要的梳理与
挖掘。从中国诗歌发展的近代之殇而言，东方审美特质的消解、汉语表意功能的衰退，恰恰在画家诗
那里没有发生，齐白石等人创作的“画家诗”是生机蓬勃的，全无文体衰亡的迹象。而对于中国画界
而言，感受齐白石的艺术高度，进入齐白石精神境界最直接的手段，恰恰是其直抒胸臆的诗作。　　
将对“画家诗”的梳理回溯到唐宋，我们惊讶地发现画家诗独特的审美意蕴，艺术特质已经绵延至今
。从贯休、荆浩，到唐寅、徐渭、郑燮，以及近现代的齐白石，这是一条艺术图像之间充满生机的诗
性河流。回顾画家诗，不仅使我们反思诗歌界的话语流变，且使我们反思中国画精神的建构，对于回
归传统艺术之真，将艺术植根于中国艺术精神深厚的沃土，都显得十分必要。　　近代以降，中国诗
歌的形态发生了重大的转型，诗词书画的内在联系被逐渐淡化，新诗的出现预示着中国诗歌形式的解
放，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审美传统绵延之路的断裂。在近现代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游离于诗歌主流
边缘的诗歌形态——画家诗，画家为诗，与专业诗人不同，多为表达胸臆，或为画面意境之说明补充
，别具新格，自由清新，话语直至肺腑，罕有陈腐之气。从对传统的绵延来说，中国画的形态没有发
生本质的变化，画家诗所体现出的审美倾向、格调意趣，与古人一脉相承，在中国专业诗歌界出现的
徘徊与迷惘，中国诗歌的形式美、意境美在画家诗那里非但没有衰退，甚至还有所发展。　　“汝果
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诗人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他的胸襟气质，格调境界，专业诗人往往过分重视诗
的形式，正如专业画家往往过分重视技巧，太想画好一张画，画反而画不好，诗亦然。逸笔草草的文
人画能够独领风骚数百年，在相当长的时期几乎将画工的领地吞噬殆尽，实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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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人的心灵，存于幽谷、钟声之中，谷中有路，那是行走者留下的印迹，行走者是钟声的倾
听者。我们面对中国诗、画，是在幽谷中的痴迷，是偶然触响那些沉寂的古钟。——作者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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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首诗的画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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