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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笔丹青——中国书画大家访谈录》

内容概要

《放笔丹青-中国书画大家访谈录(第二卷)》，本书以“关注传统，关注实力，关注创新，关注市场”
为特色，坚持“学术性、知识性、鉴赏性、收藏性和可读性”于一体，自创刊以来，对全国有实力的
博物馆的精品典藏做过大量图文并茂的推介，对当代书画名家、大家进行了全方位的抢救性采访发掘
，对当代有实力的青年书画艺术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推荐宣传，对艺术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市场走向做
了大量的梳理和分析，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艺术爱好者的广泛好评。本系列图书遴选《中国书画》百期
经典，分类结集，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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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康守永，《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薛晓源，范曾先生弟子，现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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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欧阳：比方说写字。学了颜真卿的写法，再学学张芝的写法，从《祭侄稿》跳到张芝，再从张芝
跳到《郑文公》，再跳到黄庭坚，这是个什么思路？为什么要这样跳？就是自己觉得单有这个稍微差
点了，该补充点那个了；学完那个，又觉得还缺点别的，于是再加⋯⋯这和化学是一个道理。数学上
证明一个命题，只有几个条件不够，再增加条件--不也是一样的吗？这样我们可以理解，理科做得好
的，他不钻文科则已，要是真钻，也会相当出色。同样，文科好的要是去做理科，也会是很不错的。
数学家在发现一个命题的时候，都不是简单地思维，而是各种思维凑集到一块儿的，然后产生了一个
火花，得出结论。理科需要撞击产生火花而有新的发现，这种思维规律和文学有直接的关系，和艺术
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考虑搞文学艺术要同时注重理科方面，搞科学的也要向艺术方面靠近，可
以更好地撞击出火花来。在尖端的地方撞击，自然就会出现新的思路。　　张：我想您的这种思路在
我们现在所涉及的范围还缺乏实践。把“理”融入到书学当中，融入到艺术当中，这个观点可能对将
来的书法创作会形成不小的影响。进行先进的分析、打碎，然后再组合进行创作，这可能就是“学院
式”的教学模式。那么您提出的这种思路，和他们的方法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欧阳：我以前对
这个问题考虑得不够，我想还是落实到书上。我的着重点是教书树人，落实到文上。　　⋯⋯

Page 5



《放笔丹青——中国书画大家访谈录》

精彩短评

1、对我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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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中国书画大家访谈录》，很平实的谈话，却让各位受访者个性尽显，很难得。程十发先生的
特点是谦虚，且谦虚得很幽默，他讲：“看了这个画家画得好，就要好好学习学习，还要多多学习。
我孩子的名字叫‘多多’呀，多多的意思就是多多学习。”关于民族化，他也讲得很好玩：“民族化
的问题，等于借了个鸡蛋，孵出个小鸡来，它还是需要其他的东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呢，你可以
自己去考虑，他的补充是：“我这个是在胡说八道哪！”陈佩秋老师的特点是直率，尤其是评骘人物
，看了想笑，老太太真是有啥说啥。“您为何不临黄先生（黄宾虹）的画？”这个问题，她答道：“
因为黄先生的画同学一临就像。”黄宾虹先生的画的树、石、景物，有个程式，轮廓总是三笔、两笔
，陈老师的意思似乎是，这类似画谱，容易陷入后来中国画的格套，把画画“死”了。如果学生老师
一个样，果黄宾虹的学生个个像黄宾虹，不会写生，“应物象形”的传统造型基础也就丢掉了。说到
刘海粟先生，陈老师认为他“不善画”，“刘海粟学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拿张大千的画去看看，哪是
他那个样子的”。不过我觉得，刘先生很多泼彩作品还是很可观的。对陆俨少先生的推崇元人，陈老
师不认同，觉得他对绘画史没有足够的深入，这一点不如自己，但她强调的是，这不意味自己的画比
陆先生好，“我与陆先生还有一段差距呢”！吴冠中先生绘画上看重的是“感情”。他认为，艺术品
的来源、创造和冲动，都与感情相关，艺术品的流传，靠的也是与后代感情之间的联系。以往吴先生
提出美术要讲形式，这当然是在反对把美术看作“螺丝钉”，完全为所谓的“内容”即政治题目、体
裁服务，但从根源上说，则是因为，“美术只有通过形式才能更好地传达出自己的感情来”。吴冠中
先生一辈子只去过一次拍卖会，这次拍卖会还没拍他的画，一是怕自己作品卖不掉，一事怕出丑了让
人看笑话。后来当然不用怕了，市场上都在抢，但又有了新问题：“现在假的越来越多，他们拿来看
的，大部分都是假的”。沈鹏先生对书法的态度很平和，提可持续发展，也提顺其自然，文化的断层
已经在那儿了，有些可以弥补，有些就不能。但新的文化在不断产生，取代旧传统，形成新传统，下
边会怎么样，他没有说。外部的问题不讲，从书法家本身来讲，要求就是认真不应付，但这实际上很
难，很多书法家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应酬上。沈先生也经常收到来信来电索字，“你要不给他会说你
架子大，你要给他我觉得就有点应付了”。很遗憾，有时候应付，也是没办法的事。欧阳中石先生心
劲足，很强悍。对书法系的硕士博士学外语和专业的关系的问题，他要的是个“世界性的衡量标准”
。欧阳先生很激动：“如果说我们就是比世界水平降一级，‘降格以求’，这样的话，我们不脸红？
！什么是强者？你们会的我全会，这个是强者；你们会的我不会，我会的你们不会，这不算。”看来
，老先生把外语考试和外语水平或交流给搞混了。他说：“假设一下，英国的中文内容的博士，不会
中文行不行？如果只会英文，不会中文，说明这个博士不完整，我们可以嗤之以鼻。”这话说的不错
，可是类比不算恰当，因为中国的书法博士，他学的并非英文内容。潘公凯先生是个明白人。中国近
代的传统思潮，包括绘画领域的反中国画，都是因为中国打了败仗，赔钱割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当时中国的心理就是要去寻找落后挨打的原因”，结果呢，只能是找到老祖宗头上。如果相
反，是中国打了人家，有些人反要说传统好、祖宗好了。潘先生认为，西画被引进，对中国画有好的
刺激，也有破坏作用。拿素描和中国画的关系来说，说中国画造型能力不好，不能“表现生活”，这
里边就有误区，假如你以此为由批评西方的抽象绘画，也很可笑，因为中国画发展到明代，已经超越
了那个画得像、反映社会生活的阶段。后来旧事重提，不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这也都
成为历史、成为一个事实了，以后做的便是弥补、改造，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独立性。最近“现实主
义”在文学界又旧事重提，会不会蔓延到绘画上来呢，这一点，我不谨慎地表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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