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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谈中国山水画的书。
主要是讲授传统山水画的有关要点，其中着重讲到技法，即山水画的立意，作者认为“意为法之主宰
，法为意之兵车，相互生发，方有好画”。
本书的实质是意与法的常识，也即本书明显区别于其它同类著作的地方。
本书尽量采用历代名家名作为图例，近200余幅，文章言简意赅，要言不繁，语言通俗自然。
为读者提供了较大的信息量，扩大视野并激发想象力，是一本极具个人审美意趣与艺术个性视角的书
。
此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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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墨生，曾署抱道，又号觉予，36岁后名觉公，额所居为方圆化蝶堂，1960年7月生于河北。
高中毕业后曾入河北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学习，后又先后修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第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硕
士研究生班。
曾问业于启蒙师宿儒刘庚堂及河北名家宣道平，后入沪上老书家李天马及国画大师李可染诸先生门下
。
兼事书法、绘画创作与艺术史论研究。
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曲阜师大兼职教授，曾任教于中
央美院，现在中国画研究院工作。
出版有《梅墨生书法集》、《梅墨生画集》、《当代书画艺术丛书——画蝶堂书画》、《中国书画名
家——梅默生画山水》等，著有《现代书画家批评》、《书法图式研究》、《精神的逍遥——梅墨生
美术论评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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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上编一、山水画、山水画流变与历代名家（一）关于山水画（二）山水画的流变与历代名家(上)
（三）山水画的流变与历代名家(下)二、山水画的鉴赏标准三、山水画的意境与气象四、山水画的临
摹、写生与创作（一）临摹（二）写生（三）创作中编五、笔墨与水六、风格的虚实与刚柔（一）虚
实与留白（二）刚柔与心性、笔性七 形式的繁简与构图八 林木、山石、云水与点景（一） 林木画说
（二） 山石画说（三） 云水画说（四） 点景说下篇九、杂说（一）浑厚（二）淡泊（三）苍茫（四
）古雅（五）虚灵（六）清雄（七）沉酣（八）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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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创作是我们学习山水画的主要目的。
这一部分内容在此不打算多谈。
因为，山水画的创作是体现一位画家综合学养与能力的试金石。
有关的临摹、写生、鉴赏以及基本功训练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与技术，都要在创作时来体现和发挥，创
作是一个画家艺术水平的集中显示。
前边所做的一切都该为此服务。
而每位成熟的山水画家都有自己的创作习惯与方法，也都有自己的创作经验与心得。
我们要善于向名家学习，同时也要善于总结自己的点滴心得与体会，集腋成裘，滴水穿石，慢慢地会
积累起自己的艺术创作经验，然后运用自如。
　　应该说，不同的审美追求与艺术表现都会有自己的创作方法与途径。
这是不能也不必强求划一的。
但是，既然是艺术创作，就会有相同的规律可循，法虽无定法，道理却是一致的。
山水画创作的基本原则，我想不外乎尊重传统、尊重自然、尊重艺术感受、尊重画理画法又勇于求新
变和创造，表达自我的或博大或深邃的美学境界。
前人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八字不啻于是创作箴言。
李可染说，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又说，离开传统和生活这两部大书，任何人也将一事无成
。
这些古今大师的甘苦之言，就是我们创作的必依之门径，通过它，山水画的创作也就会左右逢源，走
上坦途。
　　具体些讲，创作是对传统和生活(主要是观察感受和理解自然)以及相关知识学养在消化吸收以后
的吐出，创作是生产，生产就要种植和养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创作过程本身的快与慢不决定生育质量。
目前，有些人作山水画一味追求耗工夫、做细活，其实这与山水画的艺术水平与审美境界没有必然联
系。
画固然要画像，“画，形也。
”(《尔雅》)但早在南北朝时人就指出过，画不是“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王微《叙画
》)的产物，画是“(以)一管笔拟太虚之体”，“(以)一点墨摄山河大地”(李日华《画媵》)，是“山
水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
山水画创作不是“味道”便是“畅神”——是作用于人生与心理的艺术活动。
所以，山水画的创作质量要从根本上有所提升，就必须从提高山水画创作者的精神与审美境界和创作
立意人手，而又以扎实的造型功夫与娴熟的艺术技功为辅，才有可能得心应手，创造出新美的山水画
风格。
　　创作是心手相应、心眼相应、心物相应的实践过程。
创作结果应该是艺术实践者精神与技术的高度合一与高华境界的体现。
明乎此，则山水画创作可以居高临下，出手不凡。
　　图77是李可染所画的深林飞瀑，其意境营构集中于“雨余树色润，山静瀑声喧”的诗意境界，因
而，构思及描绘便紧紧扣住主题：雨后树色的鲜亮湿润与飞瀑水急。
这个画面是生活中常见的，但是生活中见到的自然景色没有这么典型，还有许多枝枝节节，怎么办?画
家大胆剪裁，取所需，去所不需，这就叫做“经营”。
比如画上的瀑布形状与组织形式便是画家精心组织安排的，它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对比与谐调美。
这就是创作的具体手法。
因此，创作的关键就是根据主题增删取合，即“意匠惨淡经营中”，把你的立意凸显在一个整体中。
　　　　木为独树，林乃众木，画法并不同。
先能画一棵树，然后才能画一组树，才能画树林。
但画树林并不是一棵树一棵树的简单相加，而是有所变化，处理上有详有略，才能恰当地表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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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感觉。
要想画好林木，最重要的是重视观察和写生。
大自然是伟大的、雄奇的，变化万化，人力无法穷尽，画家只有静心沉潜到大自然中去，才可能胸有
丘壑，积累画材，使众多的林木造型存储于记忆中，画出不概念化的林木来。
树木多有其性质，松之劲，柳之柔，因此用笔用墨要因树而异。
图127是潘天寿画的松，笔老墨亦老，将松性松质松骨松势表现得很精到。
而傅抱石画的柳，则笔柔墨亦淡，将柳姿柳质柳性柳韵画得传神(见前图105)。
上述二　　家二作，不仅很好地再现了描绘的对象，也很充分地表现了自家的个性精神，主客合一，
物我合一，达到中国画写意的高境。
　　现代画家中，李可染最重视现场写生，甚至有人将他的画派称为写生画派。
图128是他的铅笔松树写生，因为借鉴西法，所以画得很细致真实。
前图127是独木的画法，而图129则是李可染画的树林，前边是独树或一组树，后边则是一排树，处理
得十分精到。
李可染与陆俨少精于画树林，特别是画人工所植的林区，整个山头都是茂林，不见石质，他们画得最
好，如他们70年代所画的井岗山等。
画独木要表现姿态，而画树林则要整体，要概括而丰富，现代画家中李可染、陆俨少表现现代绿化造
林的茂密植被都是高手，为他人所不及。
　　古代画家画树一般爱作丛树，三五棵、七八棵，穿插呼应，要乱而不乱，整齐而变化，可多临摹
古画，也可多写生。
图130是李可染一幅以松树和大海为主体的巨作，可见画树的穿插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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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这是一本谈中国山水画的书。
目的主要是讲授传统山水画的有关要点，其中讲到了技法，但是，本书却十分重视山水画的立意　这
是属于画理的知识介绍，因为我认为画之理与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意为法之主宰，法为意之兵车，相互生发，方有好画。
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都是意法双修的结果。
因此，本书的实质是山水画的意与法常识，旨在强调学习和创作山水画时应着重于意与法的理解与把
握，从有迹可寻与可感难言的两方面去深人中国山水画的堂奥，实现审美的旅行，进而求得精神的自
由解放的大愉悦。
恐怕这也是本书明显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
　　为了读者能一目了然，从视觉上直接感受所讲内容，本书尽量采用历代名家名作为图例，而作者
的示范也只是为了阐述的方便而已。
在编著本书时，我力求能言简意赅，要言不繁，语言通俗自然。
但是，我要求自己的写作平易而不平淡，尽可能为读者提供较大的信息量，扩大视野并激发想象力，
我以为这也是“艺术的本能”。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极具我的审美趣尚与艺术的个性视角的书。
艺术创作本来就是十分重视个性的，只不过个性必须来自于共性罢了。
我不太相信关于艺术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普遍法则。
如果有，所有的艺术就是摹仿复制而缺少创造力的东西了。
因此，我十分重视和强调画家的个性眼光，但同时，我也反对毫无理法的胡涂乱抹，连基本的艺术游
戏规则都没有的艺术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这是一个相对的、辩证的关系。
　　在我眼中的中国画，美妙而耐人品玩。
欣赏中国画需要阅读，通过阅读穿透到简约形式背后所隐约存在的奥妙道理，因此，理解中国画就不
只是个视觉问题，还有个知识即文化修养问题。
它本身是极平面化的艺术，但其内蕴却并不平面而是十分立体化的。
不过，本书的这些观点仍然是围绕着画理画法的阐述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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