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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董其昌为何要把禅宗引入到书画领域来，是什么原因促使他非要作如此的表达；董其昌自定规则
，对历史上的书画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划分，其目的又何在；这种划分的可信度又有多少？
　　这正是《一超直入如来地：董其昌书画中的禅意》所要研究的问题。
然而对于这样的追问，不能局限于书画艺术以及禅宗本身，应当放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大环境中加以思
考和研究。
站在这个角度，上面描述的“民抄董宦”事件，有助于人们理解董其昌之所以要引禅入书画的真实态
度。
　　《一超直入如来地：董其昌书画中的禅意》认为，“民抄董宦”事件是晚明政治失序、社会紧张
的一种反映。
而书画艺术具有把失序中的政治重新恢复到有序状态，为紧张的社会情势提供舒缓的张力的作用。
董其昌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责任与目的，来从事书画艺术这一工作的，而禅宗精神又恰好具有更好地
发挥书画艺术这一神圣职责的效用。
也就是说，董其昌用禅宗思想来解释书画艺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书画艺术对政治社会的
服务作用。
　　站在这个角度，本书选择了董其昌如何借助禅宗精神来帮助书画艺术实现这一功能作为讨论的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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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中浙，又名陈南璋，汉族，哲学博士，1969年12月生于浙江永嘉。
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书法专业，1996年至2002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
硕士、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1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2002年6月分到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任教至今
。
2007年4月至2008年4月曾挂任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著有《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一书（2004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书曾获第二届中国书
法“兰亭奖”理论奖），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此外，还出版四部书法篆刻作品集，并在太原、澳门，珠海和南宁等地举办过书法篆刻展览。
书法作品曾于1993年获全国五届中青展优秀奖，并多次入选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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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从“民抄董宦”说起第一章 “一超直入如来地”——董其昌为何引禅入书画第一节 引禅入书画
的社会政治需要一书画之道“与政通矣”二“世波虽险，以高流冲之”三“势使之然也”第二节 接受
禅宗的理性自觉一“学禅定以求心安”二“沉酣《内典》，参究宗乘”三“生平宦路升沉，皆以禅悦
消融”第二章 “以禅论画，南北分宗”——董其昌如何引禅入书画第一节 以禅宗“南北”论构建画
统一“一扫山水积习”二“以禅论画，南北分宗”第二节 以禅宗精神确立书画观一“以画为寄，以画
为乐”二“大雅平淡，关乎神明”三“简易高人意”四“作书最要泯没棱痕”第三章 “妙在能合，神
在能离”——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的具体表现第一节 “顿悟成佛”式的习书作画一“岂有舍古法而独创
者乎”二“集其大成，自出机轴”三“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第二节 “渐近自然，故是禅法”的创作
理念一“随意拈笔”二“自成体势”三“虚实互用”第四章 “参活句勿参死句”——董其昌引禅入书
画产生的影响第一节 引禅入书画引发的讨论一“袭取”与“误人”二“捏造”与“言之有理”第二节
引禅入书画产生的影响一“传其遗法，各见其能”二“海内翕然从之”三“以草野之笔，日达于至尊
之前”结论“以艺臻道”图版目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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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绘画的范本本身来自于自然界，因而比书法更能体现“天艺合一”的特点。
首先，注重逼真的写实画。
这有几种情况。
第一，在古代人们经常会通过绘画中的自然界万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如上面叙及的那件刻着似为羚羊、飞鸟和猎人等图像的兽骨片，就是人们借助自然界万物寄寓猎获野
兽的意想和愿望。
第二，绘画在以记述事实与劝善戒恶为主要功能时，都以自然的社会现象为蓝本。
如果离开这一蓝本，绘画的这种功能就很难发挥作用。
这两种情况下的绘画，虽然缺乏创作者个人的发挥，但基本上都是以忠实描绘自然万物为目的。
人们在高度精确描绘自然万物时，实际上也是一次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过程，是一次高度解放、主动
自由的享受自然规律的过程。
其次，“立象以尽意”的写意画。
这大概是从唐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出现的一种现象。
①这类绘画中的自然物象，只是成了创作者自我情感的表达媒介。
这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
人们有意识地进入自然物象，主动拨开自然物象神秘面纱，让心灵直接感悟自然物象的规律。
因而是否逼真已不是人们评价这类绘画的标准。
从这类绘画的发展态势看，早期如唐代王维开创的文人画．还是比较注重自然物象的真实性的。
后来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时代变化，自然物象在绘画当中便越来越成为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媒
介。
人们这种主动的情感发挥，实际上是一次感悟自然规律的过程。
如果说写实绘画与自然物象的交流还只是一种外在契合的话，那么写意的绘画与自然物象的交流则已
是一种内在的契合。
可见不论是以忠实描绘自然万物为主的写实，还是以倾注创作者情感为主的写意，都是离不开自然界
的。
也即是把合乎自然规律、体悟自然规律作为最高的目的。
　　事实上，书画的最高目的和极致表现，是为人们发泄情感找到一个平台而已。
当然，这种情感来自于人们的生活态度、世界观和价值观，它代表的是整个社会所要诉说的心声。
如果这种心声得不到正确的发泄，就会导致向“恶”的结果发展。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超直入如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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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