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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画讲究六法，是指技巧而言。
但最要紧的，还在笔、墨、纸三者关系的结合。
用笔是最重要的。
这个“用”字有两层意思：即用什么笔，怎么用它。
历来画坛讲究用好笔。
但是历来真正的画家并不计较笔的贵贱。
并非价高的就好用，而在于自己是否得心应手，是否适合本人的绘画风格，能否发挥个人之专长，并
弥补不足。
我是不太计较笔的好坏贵贱的，但对画什么内容和用什么方法来表现时，对选笔颇有讲究。
如泼墨挥洒时拖笔横扫；在勾树添枝时，以单钩篆写，所选的笔也不同。
“十年动乱”时，我在红卫兵的抄家后从地上捡起仅有的破笔，照样也凑合着画了不少山水和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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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刘海粟谈论艺术修养与创造经验的随笔集。
全书分为两部分：一是艺文杂谈，二是师友、往事追忆。
这些文章虽然多半为兴之所至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却是他从艺阅世几十年来思想、艺术和感情的
结晶，风格直率，感情真挚。
本书版本采用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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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海粟（1895～1994），江苏武进人，杰出的美术家、美术史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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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的革命观为1947年《美术年鉴》所作看现在的“教育组织法”，①专提倡工科、理科及生产科(即
职业教育)，没有涉及文艺方面的，对艺术界是无用的。
诸如此类，可证明当道者并不明白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我不反对理科，也不反对工科，更不反对职业教育。
不过这些都属于物质的。
但精神的也非要注意不可。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仅光为了吃饭，有时他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
一方面要解决口，一方面也要解决耳朵和眼睛。
耳眼完全根据于感官方面的，换言之，就是精神生活的工具。
故不仅是吃饱穿暖就算了。
在这里我们尽可以简单的明了艺术是什么东西了。
艺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结晶，同时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
凡是一个民族的强盛和衰落，一定客观地反映在它的艺术上。
我国近百年来文艺的盛衰交替，正是反映了这个客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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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存天阁谈艺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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