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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翔德：男，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人，农历1934年4月20日生。原山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现任
山西省美学学会会长，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客座教授，太原师院文学院客座教授。山西省社科院特邀研
究员、首席美学专家。首’届山西孔子研究会名誉顾问。
著有《美的哲学》、《毛泽东美学时代》、《万水千山总是情——李翔德游记摄影作品系列》(《根在
中华》《情系德国》《“疯”在印度》《醉在澳洲》)、《悟在希腊》、《撼在罗马》、《畅在美国》
、《中国美学史话》(合著)、《中国用人史》(合著)、《人口素质论》(合著)、《中欧莱茵之邦——德
国》(合著)，等等。主编《当代青工》、《现代行政管理》、《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美的修养
》等大型丛书。主持出版大量学术著作与通俗社科读物。入载《山西人名词典》、《中国出版人名词
典》、《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词典》、《当代中外文学评论家词典》及《中国杂文鉴赏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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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他说：“国画离不开哲学。中国哲学思想最基本的就是太极学说。相对的，不等于是
对称的。这张画从大处说，左边重，右边轻。轻是太极的一面，重又是太极的另一面。一个阳面，一
个阴面，阴阳合起来。一个多，一个少，一个实，一个虚，但它统一起来，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形。这
边是大干，密；那边是斜干，稀。那边的稀与这边的密配合到一块，才是完整的。疏密相间，屈伸有
道。再比如这边大干向上，那边如果再画大干，对称了，那边必须是斜的，两边合起来就成了太极。
还有，色调有深有浅。如果完全深，就是一片墨了；如果完全浅就看不见了。深中要有浅，又是对立
统一。同时，还得把直的与斜的调和起来，一虚一实，一直一斜，也是对立统一。运用笔墨，每当下
笔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一笔为什么要粗，那一笔为什么要细，也是对立统一。”“松针，如果看真
的，很密很黑。在最密的地方，我就留出空白，才能看过去；如果是一片黑，那就看不透了。从笔墨
上讲是有深浅，从形象上讲又体现了浓度。因为从这片透过去看，后边还有树。”“因此，我画画，
每下一笔，无论大小，一点一画都离不开对立统一规律”。董老认为，从构图来讲，这更是哲学的基
本原理。中国的哲学基本概念是阴阳，不能脱离时空关系。由于阴阳萌动，而万物滋生。画家也要用
这种精神创造艺术。什么叫阴阳，具体地说很容易明白，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讲的
有实才有虚，有深就有浅，有白才有黑。绘画里有虚实问题存在。这张墨松才画了十分之八，大家可
以看到，有重的地方，就有浅的地方，左上角因为有了那个黑，才突出了大的干。一个黑，一个白，
用阴阳原理来说，一个是阴，一个是阳；用逻辑来说是对立统一。如果没有深的，就不认识浅的。有
这一团实，才看到这一部分虚。黑的、密的与白的、疏的相对，如果没有密，就显不出疏。道理就是
对立统一。整体是一个，某一部分每一笔是一个对立统一。

Page 5



《中国美学史话》

编辑推荐

Page 6



《中国美学史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