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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冠华先生：　　值先生80寿辰之际，谨向您表示敬意和祝贺。
中国人尊敬长者，尤其尊敬在事业上有突出成就的长者。
您在花鸟画创作上勤奋耕耘了近六十年，成绩斐然，很值得大家尊敬。
正因为如此，我在读了您的许多大作之后，有些感想，写在下面向您求教，也表示祝贺之意。
　　我在一些文章中说过，这也是许多人的看法，那就是在中国画的创作中，花鸟画创新最难。
它之所以难，是因为传统花鸟画有较为严格的规范，前辈大师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要突破它很不容
易，但即使如此，20世纪以来中国仍然出现了不少花鸟画大家，其中以潘天寿先生的成就最引人注目
，最有代表性。
潘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大师，是由于他在创作中始终注意传统与革新的辩证关系。
他能钻进传统，又能跳出窠臼。
在这方面，您写的文章有很精辟的分析，读来颇得教益。
此外，潘先生注意写生，注意研究自然，重视自己在观察和体验自然中的独特感受。
他的创新不仅是形式的新，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新，是表达他的真情至性，表达他开阔的胸襟。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中国画的革新问题已经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许多理论问题均有文章探讨，这
些讨论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许多讨论是结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傅抱石这些大师的创作道路展开的，
这对改进和推动当今的中国画创作很有针对性。
这几年来，中国画创作已有很大的转机，其具体表现就是浮躁的情绪有所克服，盲目求新的趋势得到
扭转。
人们对中国画的光明远景越来越有信心了，许多人已经沉潜下来准备花上十年、几十年来攻中国画革
新的课题。
看来中国画的创作正在孕育着新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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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在一些文章中说过，这也是许多人的看法，那就是在中国画的创作中，花鸟画创新最难。
它之所以难，是因为传统花鸟画有较为严格的规范，前辈大师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要突破它很不容
易，但即使如此，20世纪以来中国仍然出现了不少花鸟画大家，其中以潘天寿先生的成就最引人注目
，最有代表性。
潘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大师，是由于他在创作中始终注意传统与革新的辩证关系。
他能钻进传统，又能跳出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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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冠华先生生平关键在于提高作者修养（代序）高冠华文集写意花鸟画诲与学阔大雄伟高古新奇——
先师潘天寿先生艺术成就之浅析阔大雄伟高古新奇（续篇）——先师潘天寿先生艺术成就之浅析诗、
书、画、印的关系写意花鸟画基础技法（前言）笔精墨妙美在自然——谈萧焕的画爱才如命不囿门户
——永怀悲鸿大师给潘公凯的一封信给平山郁夫先生的一封信谈艺术高冠华诗集（自序）高冠华诗词
高冠华先生书信平山郁夫致高冠华的信平山郁夫致高冠华的信高冠华谈艺录高冠华纪念文集巨星悲陨
落椽笔惜蒙尘回顾为了前瞻——致高冠华论冠华先生的艺术人生潘门学长高冠华先生画集出版之际寄
言中日教育交流美术作品展开幕寄言霜余雪后斜阳好高冠华和他的花鸟画高冠华妙手留春老斫轮——
读高冠华老人的花鸟画天南地北一画师——高冠华的艺术追求自家诗思不与师同——高冠华花鸟画析
纪念高冠华先生诞辰90周年暨墓碑揭幕仪式发言稿纪念高冠华先生诞辰90周年暨墓碑揭幕仪式发言稿
敢扶百尺上高台——访国画家高冠华先生怀念恩师高冠华先生感念师恩重温师艺——有感于高冠华先
生的艺术与人生我的老师——高冠华高先生教我学诗词高冠华先生的为师为艺尊师重道一脉相承——
忆恩师高冠华先生高冠华绘画审美特征刍议此生再借三千日——访南通籍著名书画家高冠华潘天寿的
高徒跨海交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高冠华台湾之行高冠华台湾之行琐记花鸟画大师高冠华为花造型
为鸟传神——记高冠华教授与他的花鸟画“霜余雪后斜阳好，径自青藤雪个来——记著名国画家高冠
华教授甘作春泥育新苗——高冠华教授在函大创作研究班授课纪事我国绘画巨匠高冠华将同美国艺术
家互访高冠华先生其画其人长者风范人和精神——析高冠华诗书画中的艺术特色灵思挹天趣彩笔写妍
媸——浅谈高冠华先生的国画艺术胸蓄灵机真气性笔惊超逸妙丰神——高冠华先生国画艺术浅介彩笔
有情应共老——访著名国画家高冠华仿佛春风万里翱——记写意花鸟画大师高冠华小花小草的人格与
境界——高冠华的《荷叶海棠》“高冠华八十寿辰展”暨艺术研讨会在京举办高冠华先生家看画梅花
“红酒石榴消息断”赏析关于“题画诗”花鸟大师高冠华此生再借三千日——记著名国画家高冠华教
授高冠华传略高冠华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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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写意画的特点和创作方法　　1.意在笔先，胸有成竹。
写意画和工笔画不同。
工笔画的创作分三个过程，首先起稿，其次勾墨线定稿，最后染色填彩完成，而写意画必须落笔成形
，一气呵成。
因此在创作方法上必然有区别，要求把所要描绘的对象，通过平时的观察或写生，对各种物象，必须
默记在心，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
譬如：你想画竹，必须在未画之前，把竹子的形象、结构、动态、特征乃至凤、晴、雨、雪等等自然
条件下的不同变化，理解得清清楚楚。
通过想象，在动笔以前，一眼望去，仿佛千枝万叶，已经跃然纸上了。
然后，把所要描绘的竹子，一枝一叶地通过一笔一墨刻画出来，这就是写意画的创作方法。
这和西方绘画，直对物象，看一点画一点的方法截然有异，但必须做到形象生动活泼，笔墨淋漓洒脱
。
　　2.落笔成形，一气呵成。
工笔画的完成，经过上述三个过程，需要花费时间，而写意画就不同，要求落笔成形。
什么叫落笔成形呢？
譬如撇兰叶，一笔下去，从根部到梢头，它的浓淡、干湿、刚柔、粗细、顿挫等等，必须完全具备，
而且非常有力，十分自然地都能表现出来，既不能草率，也不许涂改，所以在用笔时首先要注意用水
和调墨，要求浓淡干湿必须调配好，做到心中有数。
运笔时要大胆落笔，既不要紧张，也不能忙乱，非常沉稳地一笔一笔地画下去，就能很好地完成。
兰叶细长、革质，比较坚韧，有一定的硬度，但毕竟是草本花卉，又需要一定的柔度.古人在实践中积
累了很好的经验，叫做“喜气写兰，怒气画竹”的创作方法，这是很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作为撇兰叶和画竹的指导思想。
譬如：我们要把兰叶画得既刚且柔，就可以用“喜气写兰”来指导我们进行创作。
如果要表现竹子的高凤亮节的品质和格调，可以用“怒气画竹”的方法来完成。
这些要求，都是落笔成形的例子，希望在今后长期的实践中去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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