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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松：中国山水画更多地
关注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一种儒
学修身的方式，它展示了儒学修
身的基本特性。比如说，山水画家
若想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就要
有很高的眼界，要知道如何才能
从众多高手之中脱颖而出。首先，
对绘画、对山水画要有本质的认
识，对玄学精神的总价值“道”要
体认得很深；其次，对山水要热爱，
对自然要保持赤子之心，要游山
水，深入了解山水的形质；在画山
水时，还要琢磨如何让作品更接近

“道”的本质，不断地深入体认、研
究山水画，通过自我修养，给予山
水画作品高的格调，在哲学与审美
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最后才能成为
优秀的山水画家。

朱良志：优秀的山水画作品有
一种特殊的风味，看了以后心很
静，心很宽。欣赏山水画，不仅是一
种外在、意象的审美陶冶，同时也
是愉悦精神的过程。我总感觉中国
绘画中的“比德”，不简单是一般概
念上的标榜品格，比如推崇“仁义”
的“仁”，然后就去宣教。以梅、兰、
竹、菊这组意象为例，虽然很多人
画，但是每个人画的都不同，面貌
也不一样。比如说画竹，郑板桥画
的竹子和石涛画的竹子就截然不
同，和画家的气象、气质密切相关。
我非常喜欢明代的李日华，他画竹
子，其中一幅的题跋写道：“其外
刚，其中空，可以立，可以风，吾与
尔从容。”我觉得这种境界真好。他
实际上是把竹子当作了一种写照
自我、提升境界的媒介。

许钦松：我觉得中国绘画的
“比德”是社会赋予士大夫阶层的
一种使命，一大批文人进入艺术创
作领域，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在道
德引导方面，在社会影响的层面
上，都有一种表率的作用。但是，中
国绘画很重视的问题是：人为什么
要画画?画画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
很关键。画画不是一种功利的需
要。人用绘画来自我完备、自我塑
造，抒发自己的情感，并且把自己
对事物的了解通过绘画表达出来。
这不单单是感情上的表达，还有思
想的表达、哲学的表达。这就赋予
了中国画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西方
绘画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绘画更多
是理性的，或者可以说更主要的是
科学的、技术的成分，讲究法度，讲
究物理，从几何学、力学、光学、色
彩学等知识层面进入或者表达。西
方绘画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依托，这
与中国山水画从道德的角度切入
绘画，有本质上的不同。

朱良志：许钦松先生刚才讲的
对我特别有启发。是的，中国绘画
不是给某种政治、道德条款来做宣
教的东西。它深入人的内心，一方
面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是

思想的表达。就个人情感来讲，元
代的画家王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画墨梅，题诗“但留清气在人
间”。那个时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南方文人地位那么低，而且社会处
于极端压抑的状态中，他通过绘画
寄托自己的清净精神，平衡恶劣的
外部环境。这实际上是元代画家普
遍的状态，包括郑思肖、赵孟坚等
人，都秉持这种绘画理念。我在研
究中也关注了明末清初的遗民画
家，他们的执着可能不仅仅在于恢
复皇明的正统统治，而是在那样一
个转变的时代中，人的内在信仰受
到压抑，人的价值处于比较混乱的
状态中，绘画在这里恰恰表达了一
种精神的独立自足。

许钦松：朱先生提到的元代非
常特别。当时外族入侵，很多文人
逃入山林，成为隐逸之士。这个时
期也出现了很多僧人画家。这些
隐逸之士为了保持高尚的气节，
不仕二朝，藐视文化上的野蛮政
权，要寻找心灵的一方净土，就只
有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修
养，在山林里、寺庙里，寻找精神
上、艺术上的另外一个世界。他们
在绘画的过程中抒发自己心中的

苦闷之气、忧愤之气。成为隐逸之
士的这些文人，通过绘画这种修身
的形式来强化自己的道德勇气，提
高了自己的道德修行水平。他们的
作品承载了更多的文化精神，也最
终提升了元代绘画或者说中国艺
术的整体水平。

朱良志：是的。我觉得这样就
达到了一种内在的平衡，而且给别
人带来力量。比如说清初《桃花扇》
的作者孔尚任，他在家里挂了一幅
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在画上写
了三个题跋。他虽然身任清代的重
要官员，但是内心有自己的想法。
这三个不同时间的题跋，就反映了
他在乱世中的精神追求。刚才许钦
松先生说中国绘画是一种特殊的
语言，它不仅表达画家的感情，同
时也表达画家的思想。徐渭、金农
等很多画家都认为自己的绘画有
一种先觉意识，就是“觉人所未觉
者”。画家把绘画当作一种特殊的
语言，来表现自己的思考，这种思
考不是一种逻辑的推演，而是一种
智慧的、直面人生的感悟。

徐渭画葡萄，在画上题诗：“半
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

中。”他用“明珠”来比喻葡萄，不仅
是讲他自己怀才不遇，更是比喻一
种清透明净的状态。他表面狂狷，
内心仍然向往人间清净单纯的东
西。在生活的磨难中，他仍然没有
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知
识分子特有的坚持。我有时从文人
画中能读出老子、庄子的感觉，是
很有启发性的。

许钦松：我觉得中国艺术有两
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技”，另
一个就是“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心中所追寻、追求的是“大道”的境
界；但是“技”具体讲求的东西是技
法、笔墨。那么“由道而技”“由技而
道”，两者实际上不断地相互转化，
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画家要讲
究笔墨技巧，更要追求思想境界。思
想的高度，就是心中所追求的目标。
所以说“修身”在中国画当中非常重
要。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以来，战乱和社会变动导致了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颠覆，中国的
艺术家逐渐远离了“修身”。

朱良志：虽然五四至今传统思
想可以说是“气如游丝”，但是在这
片土地上，在汉语的氛围中间，艺
术要完全游离于文化传统之外是

不可能的。断是没有断，只是我们
看到它越来越向“浅化”的方向发
展。原因一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影
响，虽然很多是正面的影响，但中
国绘画传统中的许多东西确实越
来越陌生了，“技”的分量越来越
重，画家被社会所认可的欲望越来
越强。另一方面是外在世界发展得
很快，喧哗躁动，“春江水暖鸭先
知”，好多艺术家就率先躁动起来
了。我想，艺术本来是带给人们沉
思和宁静的，画家有一个喧嚣的心
灵，怎么可能呈现出艺术呢?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当代画家
画得非常好，用功很深；我也同意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汪
涛所说的，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在中
国艺术历史上有极高的位置，而且
是一个艺术极端繁盛的时期。我不
否认这个说法，但是量的扩大和艺
术市场的繁荣，不代表真正产生了
艺术价值，留下了能够深启后人的
东西。这个时代有多少画家能有倪
瓒、董其昌、八大山人和石涛那样
的精神境界?不追求成名成家，而
是要做一种精粹的艺术，追求比较
高的艺术造诣。我们讲修身，首先
强调个人修养。“修养”包括行为方
式，包括和社会世俗的渐离，还有
知识的提升，是多方面的。我觉得
当代的中国画家，在这个方面还有
拓展的空间。读过多少书，临过多
少画，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更加关
键的问题是，现代人在这种嘈杂的
外在空间中，如何保持敏锐的感
觉?现在晚上听不到很微妙的声音
了，比如虫子叫，对不对?我们现在
的感觉都有点迟钝。

我读沈周的《夜坐图》，就感觉
人的心灵要宁静，就能清楚地谛听
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这种宁静当
然要排除外在干扰，要有专一的精
神，而且要有精纯理性的能力。我
感觉现在还是需要提升这种修养。

（本文摘选自《中国山水画对
谈录》，内容有删节。本版题图为
元代王冕《墨梅图》）

朱良志、许钦松对谈：

好的画家先修身，再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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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山水画从一开始就跟人文修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画家的修养和性情如何影响作品？最
近出版的《中国山水画对谈录》中收录了著名山水画家许钦松与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
朱良志教授的一篇对谈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畅谈山水画家的修身精神，本版特摘选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2024年1月5日 星期五A10 青未了·书坊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