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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谈艺录》

内容概要

《潘天寿谈艺录》收录潘天寿先生的《艺术与人生》、《艺术之民族性》、《继承与变革》、《造化
与心源》、《人品与画品》等文章。潘天寿（1898—1971），浙江宁海县人，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
育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阿寿、雷婆头峰寿者等。平生积极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为继
承和发展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为培养美术人材等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解放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浙江分会主席，
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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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谈艺录》

书籍目录

艺术与人生艺术之民族性继承与变革造化与心源人品与画品风格、独创气骨、境界用笔用墨用色布置
题款与印章指墨画画史中国画教学附录潘天寿传略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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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谈艺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类对于美的欣赏，先由动美而后到静美。因动美浅，易了解；静美深，难领会。例如各
民族艺术之起源，最先发展的为跳舞，次为音乐，再次为绘画、雕刻。跳舞、音乐为动的艺术，绘画
、雕刻为静的艺术，故以跳舞、音乐为先，以绘画、雕刻为后。以吾国绘画题材而言，自三代至唐，
为人物画时期；唐至宋，为由人物画转入山水、花卉时期；元至明清，为山水、花卉时期。亦因人物
画为动的画材，山水、花卉画为静的画材。西欧各民族，亦与吾国同出一辙。 ——1949年关于“国画
与诗”的讲演 动的东西易受人注意，静的就不易为人发觉。例如小孩子是不大会光画一块石头的。过
去，有的人只注意画些富贵荣禄多子多寿之类，这种是大凡不读书或少读书的人。懂诗有学问的人就
去注意风花雪月去了。能够陶醉于静美之中，对单画石头感兴趣，则多半是文人之类了。 从前，有三
个和尚打坐，风吹幡动。一个和尚说幡动了；第二个说不是幡动，是风在动；第三个说，不是风动，
是心动了。这是禅学中的静悟。自从诗与禅学结合以后，静美的概念才提明确了。水中之月，镜中之
花，比现实中的花月更美。此种超逸空灵之境，只有在静观默察之中才能感悟。这是静美在禅学上的
发展。 戏剧电影是活动的，有情节，容易使人动感情；而花卉山水画则是不动的，和平安静的，是静
的美。好的画可以给人长时间的欣赏享受。悲者早天，乐者长寿。山水花鸟画对人身心都有好处。 —
—1964年2月对学生语 苏东坡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为盛唐
中之大诗人，对诗画两者，均有极高深之造诣，故能即诗即画，即画即诗，融合而贯通之。原来吾国
之诗学自三代至唐，达于高潮。而诗之最高原则，则为意境、节奏、趣味、格律，以及意境中之渊深
、浑穆、雅逸、超妙诸项。须以高超之天才，清醒之头脑，灵锐之感觉，幽静之环境，精纯之感情，
静观之态度，运用其诗的技巧而出之。故诗的美感，可说是一种极高尚、极精深、极幽静的美感。融
于绘画之中，决非“六法”中之“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诸法，所能解释。 —
—1949年关于“国画与诗”的讲演 所谓诗的幽深静穆之静美，究系如何情味呢？此可读李白之“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长吉
之“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王渔洋之“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蓬”；韩僵之“淡月照
中庭，海棠花自落。独立俯闲阶，风动秋千索”；吴惟信之“看彻唐人诗一卷，夕阳犹在杏花枝”；
诸诗。其运思着意，用字措辞，无处不在幽深静穆四字中着眼。故能静穆精深，耐人寻味，有一唱三
叹之妙。 但以上诗句，尚有人在其中，殊未能达到幽静之极点。故诗人之意想是：有人时亦最好能睡
觉。如：孟浩然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吴惟信之“天气微凉好
入睡，阑干闲在月明中”。且有诗人之意趣，最好连人都没有，如：林和靖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韦应物之“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崔鲁明之“明月自来还自去，更
无人倚玉栏干”。全与倪云林之画山水，每不画人物相似。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今世哪复有
人？”实在山水画中点缀人物，每有损空山幽静之趣。故“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为古今名句，也
在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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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谈艺录》

编辑推荐

《潘天寿谈艺录》由其子潘公凯整理收录潘天寿先生的一些作品，并做了一些补充调整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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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谈艺录》

精彩短评

1、大师经验之谈
2、发货速度快，装帧好，正版书籍，不错！
3、可以，喜欢，适合画画的人细细品读的
4、一鳞半爪，断章取义。一些观点的堆砌，但编者忘记了一点，有的观点需要前后文连着看才完整
，所以，有些东西不但没正作用，反正有负作用。建议不要看这样的书。
5、很好！！！很不错！！！！！
6、国画大师潘天寿的画论，自然要读。
7、我们院长大作，不过作为潘天寿儿子，以及各种野史的描绘，对他印象不好了
8、从老先生学到很多

9、基于作为教育家的画家潘天寿的学理思考
10、同学看了，说很不错，值得一看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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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谈艺录》

精彩书评

1、我喜欢买一些过去人写的，且印于当代的书籍。纵观全书，摘录的文章成文较早。切不可认为早
期的文章即过时了，恰恰相反，老先生写的心得都是中国书画的规律与本源。而且与当下鱼龙混杂的
评论相比，书中内容与目前有些距离反而显得清澈干净。书中谈笔法谈黑白谈虚实，我虽不画画却也
仿佛感到了中国文化的韵味。对于习画之人来说，尤其是习传统一脉的人，有了这本书，学习的路上
就有了主心骨，无论今后往哪里发展，大的方向和审美是不会变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内容里总会给
人以启发。书里谈到诗书画印，无所不及，都是很好的关于艺术的评论。书价格也不贵，越是有价值
的书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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