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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是中国传统画论中的一个重要艺术范畴，历代都有画家、论者从不同角度论及“真”。
在一般意义上，“真”是指艺术形象的真实和逼真。
如宋代韩琦就说：“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
得真之全者绝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
”此处之“真”，就有艺术形象的真实和逼真之义。
它还指人物肖像画，如“写真”。
刘曦林在其《写真、传神、写心——肖像艺术散论》一文中即指出：“写真，就是为真实具体的人画
像，这‘真’字，就是指真人的真貌、真情、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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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冬梅，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教师，长期从事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研究。
199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
获美术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论文《荆浩“图真”说》、《再释中国传统画论中的“气韵生动”》、《宋代绘画中的重“意”思想
》等分别发表于《装饰》、《艺术百家》等核心刊物。
作品《镜花仙踪》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飘落的芳香》入选“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全国美
术作品展”；《游泳的鱼》入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湖北美术作
品展”，获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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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继承中国画传统中的求“真”精神
　二、构建具有当代精神内涵的中国画艺术形态
第六章 结论
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画“图真”论>>

章节摘录

　　艺术创造必须以虚静的审美心胸为前提。
所谓“万象纷陈，制之者一；品物咸运，主之者静”⋯。
画家的心灵，只有在虚静无扰的状态下，才能虚心体物，深入事物内在的精神本质。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客体的多方面特性和主体的纷杂思绪，势必会阻碍这种艺术活动的深入，这就需
要艺术家修炼出一种超越世俗纷扰的心胸。
虚静心境的获得实际上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超越和升华。
老子说的“涤除玄鉴”，庄子说的“坐忘”，“心斋”，“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都是要忘
却各种主观的欲念与成见，达到“无欲”、“无己”的境界。
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告别尘嚣，回归到敞开的广阔之域”，“不是要得到些什么，而是要丢掉些
什么，丢掉那个被对象化、片面化、概念化了的世界，丢掉那个被实用化、功利化、占有化的世界。
于是，存在和道的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由隐而显地显现出来”。
这正是对自我世俗功利心的离弃与超越。
画家回归虚静无扰的境界，心灵就像水一样纯净清明，映现万物。
　　如果创作者不能从纷纭的俗务杂虑中超脱出来，他的创造力必然受到束缚与压抑。
虚静并不是与外界隔绝，正相反，是为了能更好地体认世界。
空明澄澈的心灵具有巨大的活力，能体悟生命最为精深的隐微。
就像刘巨德所说：“当心灵虚静空明，‘离形’、‘去知’，在超越肉体感官，摒弃理性逻辑已知的
情况下，人性精神与天地精神畅游往来时，庄子恍兮惚兮之大美即会到来。
这种状态下生命有序的膨胀歌唱时，聋人之心也可以听见，当生命悄悄走来时，盲人之觉也能察明。
这种超越现象界的特殊内觉，使艺术家与科学家通过直觉和非逻辑的穿透力，可以直入客观本体，使
主体精神与客观对象对应飞升到无限与永恒的境界中。
”刘先生用诗一般的语言，凭着艺术创造的真切体验和睿智理解，道出了艺术创造的真谛。
　　格物致知虽是强调即物求理，但落脚点却在于画家的诚敬之心，以去除遮蔽，反身内求。
格物即在于格心，外缘在于内求。
也就是宋代理学家所说的从“心性上讨生活”。
（张载《义理》）　　理既了然于心，同样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即形之于手的问题，把明了的
理有效地表达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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