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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史为世界留下了无数宝贵财富，诸如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陶瓷、中国
玉器、红木家具、文房四宝、铜器、钱币等等。
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财富。
不仅普通老百姓不知其然，即使专业人士，也只能懂得其中的一样或几样。
加之近现代教育体制分文科、理工科两大阵营，理工科人士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成为普遍现象。
即使许多学习中文、中国哲学或工艺美术、舞台美术和西洋画的青年，也可能不懂中国传统艺术。
这使得许多国宝、国粹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成为少数专家的专利而进入了象牙塔。
　　另一方面，社会物质经济高速发展，促使人类已经进入了精神经济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越来越
高。
收藏热、鉴定热正在兴起。
　　传统文化与世俗生活的脱离，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应当是宣传与教育，让更多的人从常识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中国艺术。
　　然而又一个矛盾出现了：真正研究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许多学者热衷于尖端性学术研究，很少
参与普及性工作。
而奋斗在普及性宣传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有的人又不能深入堂奥，甚至其中少数人只能靠抄资料出
书、出文章，一旦接触实际，就难免误人误己了。
　　我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三十多年，一直主张知名专家写普及性文章，做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这对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作者郑奇是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画家，当代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
他干1993年调入南京博物院，十年来，他以扎实的史论功底和深邃的审美眼光，经常深入库房研究古
画原作，赏鉴水平也日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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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史为世界留下了无数宝贵财富，诸如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陶瓷、中国
玉器、红木家具、文房四宝、铜器、钱币等等。
但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财富。
不仅普通老百姓不知其然，即使专业人士，也只能懂得其中的一样或几样。
加之近现代教育体制分文科、理工科两大阵营，理工科人士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成为普遍现象。
即使许多学习中文、中国哲学或工艺美术、舞台美术和西洋画的青年，也可能不懂中国传统艺术。
这使得许多国宝、国粹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成为少数专家的专利而进入了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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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故宫贮藏宋人名迹之富，能如此精美绝伦，亦不数见耳”。
并疑是清代高士奇《江村消夏录》记载过的黄居窠《桃花盬整图》被截割后的残本或临本。
凡此种种，足见此画之无比珍贵！
　　画面上部，桃花数枝，从花心到花瓣、花托、树叶、树枝，阴阳向背、卷曲伸展，每一细部都表
现得无比逼真、生动。
哪怕是极小的花朵、花托，敷色都能做到从里到外、从明到暗、从冷色到暖色，渐次变化，微妙过渡
。
细细观赏，真如同活生生的桃花呈现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而又不忍下手。
画面下部，画一对鸳鸯停憩岸边，雌者曲颈向后梳理羽毛，雄者盱立向前，与雌者身姿前后并列而面
目相对。
鸳鸯的羽毛、嘴、眼、爪，以极为工细的线条画出，再敷以明丽的色彩，直至色彩湮没了线条，活生
生的鸳鸯跃然绢素之上，光泽照人。
画面右下方画水边草花，草为陈年野草，长长的隔年老叶虽已枯黄，而根部已露出黄绿色的新生嫩叶
。
花为新生野花，叶绿花白，皆以粉色敷染，颜色虽浓厚但色相沉着，既增添了画面的野趣生气，又起
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
画面章法上，野草向左上伸展，桃花向左下出枝，皆指向鸳鸯，使鸳鸯成为视觉中心。
色彩上，对比最强烈、最丰富、最艳丽的是鸳鸯，其次是桃花，复次是野草杂花。
整个画面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明丽而又宁静，妩媚而又雅致。
　　这幅画的线条勾勒在观赏者的眼中并不突出。
但有无线条，线条的骨力如何，对画面的效果仍是关系重大的。
有优良的骨法用笔垫底，线条之上再用颜色覆盖，画面形象会显得厚实、饱满、劲健。
假如没有骨法用笔，直接以色彩敷染，形象便会显得柔弱飘薄。
因此，中国工笔花鸟画中，哪怕最终以色彩湮没了线条，而最初的线条仍然为画家们高度重视。
　　宋代花鸟画主要有两种画法：一种是以墨线为主，见笔见墨，不敷色彩，或即使敷色，色彩仍居
于次要地位，画面洋溢着一种潇洒野逸之气；另一种便是以骨线垫底，色彩覆盖其上，浓重而艳丽，
表面几乎不见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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