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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还记得2001年贺志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时的情景，那时他已经是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的副教授
，带着艺术学的硕士生，发表了不少美学和艺术方面的论著。
对于这样的才俊报考博士生，我，以及整个美学学科点.是十分欢迎的，因为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学
与授的范畴，而是一个学术交流的问题。
这样的人才，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博士水平，我想，对于贺志朴在人大读博，主要给予他帮助的，已
经不是一个基础的训练.而是在一个新的学术环境中，受无形的熏陶，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样大师
云集的地方，获一种学术之气韵的问题。
贺志朴来到人民大学以后，也是一方面读博，另一方面仍然在河北大学带硕士生和讲课，中国的博士
生培养分几个类型，他读的是委托培养型，这样在北京与河北之间的往还.对于他的学以致用、用以促
学是很有好处的。
　　进入人大以后，贺志朴很快就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学术方向、教学需要，经过与我的几次讨论
，选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做关于石涛的艺术与理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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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涛植根于传统的沃土，为有清一代处于技法定型、师法古人的学术氛围的中国绘画注入了新鲜血液
，以深刻的洞见恢复了文人画的传统，表达了中国绘画的出路和方向。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石涛以充满民族自信力的绘画艺术，于西方绘画大举『东渐』之『前夜』，和
中国社会新兴的市民意识形成对话态势，应和了时代的脚步。
    作为伟大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石涛当之无愧。
他是中国绘画美学史、中国绘画史上大写的人。
      石涛，明清时期最富有创造性的杰出画家，在绘画以上有独特贡献，成为清代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
。
本书将石涛绘画美学与艺术理论结合起来呈现在我们面前。
 作为伟大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石涛当之无愧。
他是中国绘画美学史、中国绘画史上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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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志朴，河北省任县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教授。
于河北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及中外美学史、艺术史的教学与研究。
已出版《艺术教育学》（合著，人民出版社），主编、参编著作多部，发表美学、艺术学论文多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涛绘画美学与艺术理论>>

书籍目录

序言引言第一章  石涛艺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石涛绘画艺术思想的根源　　1.身份定位　　2.时
代特征　　3.个人因素　二、石涛绘画艺术思想的演进轨迹　　1.我自用我法　　2.不立一法，不舍一
法　　3.是法非法，即成我法第二章  石涛艺术理论的体系构建　一、一画：绘画艺术的本体论基础　
　1.绘画艺术的本体论概念　　2.传统文化“多元共生”的概念　　3.具有多义内容的绘画艺术概念　
　4.贯彻石涛艺术理论体系的概念　二、笔墨：绘画艺术的语言形式　　1.“笔墨”概念的演变　　2.
笔墨和自然　　3.笔墨和人　　4.笔墨和形式　三、构图：绘画艺术的布局章法　　1.经营位置：技术
手段中的美学意义　　2.蹊径：虚实相生而成妙境　　3.皴法：为山石开生面　　4.点：法无定相，气
概成章　四、自然：绘画艺术的现象客体　　1.天地之形势　　2.自然之理趣　　3.形式之生机　　4.
画家之创造第三章  石涛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　一、画理：天地、我、一画　　1.师造化　　2.张自我
　　3.冥主客　二、画法：无法、有法（众法）、至法　　1.天：太朴无法　　2.人：有则有法　　3.
天人合一：是为至法　三、绘画主体：尊受、脱俗　　1.受和识：佛学本义的美学引申　　2.快与清：
审美心胸的艺术价值　四、概念总括：任　　1.山水：自任其任　　2.绘画：任山水之任　　3.主体：
可制可易之任第四章  石涛绘画作品的审美意蕴　一、“我”的多重变奏　　1.“我”之身世　　2.“
我”之高扬　　3.“我”之物化　二、形式的生命意味　　1.点苔的生意　　2.线条的抽象　　3.造型
的动感　　4.格调的清放　三、意境的多向延展　　1.借诗歌开拓空间　　2.向书法寻求灵机　　3.用
园林实证创构　四、艺术升发出思想第五章  石涛对后世的影响　一、对绘画理论的影响　　1.艺术意
象的生成　　2.艺术的辩证法　　3.对西画东渐的回应　二、对绘画实践的影响　　1.“怪”和”丑”
　　2.真情和血性　　3.冲击朝廷审美趣味结语：时代文化视野中的石涛画学理论.附录：石涛绘画美
学和艺术理论研究概述参考书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涛绘画美学与艺术理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石涛艺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一、石涛绘画艺术思想的根源　　1.身份定位　　从历
史根源说，石涛的绘画美学和艺术理论包容、吸纳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思想史的精华内容，这
使石涛的绘画艺术理论具备了思想的品格，使其《画语录》成为有系统、分层次的美学、艺术学著作
，而区別于零散的画论、绘画技法的总结；二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传统观念，这使石涛的思想成为中国
绘画美学发展史上有突出意义的环节，不但延续了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的历史，而且为它增添了新的思
想因子。
　　第一，石涛借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概念，并在绘画美学的语境中使用，来建构其艺术理论体系、
阐明其美学思想。
儒、释、道三教鼎立，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
至明清时代，虽然儒、释、道等各家仍然有其后继者，展示着本门派的身份特征、传承着本门派的思
想血脉，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家都把其他流派有益的思想元素进行了整合、吸收，体现了它
们在中国文化中合流的趋势。
石涛是生长、发展于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中的艺术家，因而能够立足佛门而广泛吸收了中国思想的精
华。
这一点，可以从《画语录》使用的主要概念见出。
　　太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
”（《一画章第一》）道家哲学概念，指原始、自然、浑沌未开的存在。
《老子》说：“朴散而为器。
”（第二十八章）。
《淮南子?诠言》说：“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
”在这里，石涛从宇宙生成的角度，用它意指“前绘画艺术”时代。
　　本根——“众有之本，万象之根。
”（《一画章第一》）道家哲学概念，指宇宙中万物之所以出者。
《庄子．知北游》：“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
”本和根是同一个意思。
《庄子．则阳》：“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
”石涛借用这一概念，目的在于说明，在绘画中，“一画。
是“万画”中之最究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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