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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画家石延平先生关于中国现代书画艺术大家与名家的点评集，有些篇目已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过
，并引起书画界的高度关注，其反响甚大。
作者以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宇宙观和思辨精神，结合当下的社会情境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在创作中的
一些现象，进行了深层的生命精神蕴涵的剖析与检视。
作者的审美理念，架构在传统儒、道思想“道义论”的审美原则上。
本书以作者的一贯散文式文风，或激昂、或舒缓，直抒其狷介胸怀，指点江山，反应出作者“士志于
道”的社会责任感，和学人“弘道”的批评精神，以情理结合的方式开了治论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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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延平，南京人，学者、山水画家、书画鉴赏家、美术评论家。
现为中国美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客座
教授。
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著与艺术作品一百二十余篇（部）；著有诗集《早年的春梦》，散文集
《随园散忆》，篆刻集《正觉精舍印稿》，画集《石延平山水画集》《石延平画选》，美术史论著《
论新金陵画派》，艺术论著《大匠之道》等。
作品被博物馆、美术馆及中央领导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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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包前孕后启一代新风·黄宾虹早岁读皮埃尔·阿考斯《病夫治国》一书，我颇有感触。
书中谈到了一些国家的政要和领袖人物由于他们生理与心理的症患，而造成的人格缺陷与心理偏激，
故而在治理国家或对某一事项作出重大决策和判断时，难免会因其性格中的病态做出偏执与颠狂的举
止。
“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长河中似乎也是这样，（当然，不可否认这中间有“超越”与“突破”的因
素。
）“他们发动过重要的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反常；但另一方
面，往往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
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唯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
”这样的举止，对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象的，因而引起了社会更多的关注与反思。
当下，书画艺术原本规范和标准的审美理念，在一些一夜之间梦想成为大师的“大师”面前，被其散
乱了，强奸了。
更有甚者，学书不成又学剑，抛弃笔墨，摇身一变在其力所不能及的“理论”上，摇唇鼓舌，散乱审
美准则，并“此地无银”地表白，不以“新兴的审美标准”来苛求已有定论的大师们。
大师不是炒作出来的，也不是一两个“批评家”所能诋毁与否定了的。
在近年来相继出版的一些批评文章中，我拜读再三后总有“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的感觉，
觉得现在有必要还大师们一个清白，一个原来的面貌。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对那些梦想一夜之间成为书画界的“精神领袖们”，对我们尊敬的曾为近、现代书画艺术做出包前孕
后贡献的大师们，作一客观公允的评价。
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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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本来不在我写作计划之中的，三年前我曾发愿要写一部关于“中国艺术精神论”方面的书，作
为对当下艺术审美方面一些观念的模糊与不清的纠正。
当今的艺林整体的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低下，从业者以画家之名混迹于画坛是一普遍的现象。
因此，美术理论界有必要做些传统文化知识普及和提高的工作。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古代人文精神对人生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研究。
儒、道精神对书法、国画、古琴等艺术方面的影响，是传统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架构，任何偏离传统
哲学思想的审美理念，都是对中国传统艺术隔靴搔痒式的“泛论”。
因此，在我近年的文论中，“道艺论”思想总是贯穿其中的。
“道”是统摄万物的，“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
在近年来的研讨会上，常有人以西方理论来审视中国画，我是持反对态度的。
因此，我便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以纠正一些所谓专业者的“专业”的谬误与谬论。
多年来，我是在书斋中度过的，以书为伴，而不擅人际间复杂的交往，出言耿直常招来一些人的不悦
。
平生一片心，时代给了我施展的机缘，感谢党的改革开放。
我青年时有过经邦纬国的宏愿，认为名字中的平，是平天下的平；后世事沧桑，心境由不平而变得平
静而平淡了，“埋名自古是奇才”，唯想在书斋中治学治生。
特别是我的好友陶艺兄，赠予我他外祖父古琴大9币刘少椿的古琴曲，我听后竟三月不知肉滋味，这
种绝世清音，净化了我的灵魂，使我的思绪长久地沉浸在那远古的林泉高致中。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礼记·乐记》）天籁之音，只能用心灵去与她对话了。
“淡淡思归操，悠悠太古心”。
当我在对古琴研究后，发现琴更近于中国人的哲学精神。
其实，琴与书画皆为一道，所谓“琴、棋、书、画”。
从孔子以后，历代文人有以琴作为生命情怀寄托的习惯，并形成了“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
对于古琴的研究与书画的研究，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就形而上者言，精神内涵与儒、道思想是高度统
一的。
儒家的“礼乐”、道家的“美乐”，儒有”琴尚冲和大雅”，道有“大音希声”。
他们儒主“中正平和”，道主“清微淡远”。
嵇康行刑，《广陵散》绝矣！
一种“岩岩若孤松之独立”的魏晋式人格精神远逝了。
我们的绘画中或缺的正是这种完美人格的精神。
对古琴的研究，佐证了我对绘画审美理念上的一些观念的认定。
目下，一些肤浅庸俗者，徒以悦目为美，还遑论中国画三昧，不知从何而言。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特殊的传统，那就是“道统”，这是西方所没有的，它包含了道德标准、民族性格
等，这决定了我们审美视角的独立性和东方性。
傅雷曾说：“近二十年来弟对整个西方绘画兴趣日减，而对祖国传统艺术则爱好愈笃，大概也是中国
人的根性使然。
”这话正是我要言之的。
“我心素以静，清川淡如此”。
美术界都知道我是搞史论研究和美术评论的。
其实，我在中学时代就正式拜师学画了，只是后来兴趣广泛，写小说、写诗歌、写电影评论，搞篆刻
。
再后来，读了哲学，认为这些都是“小技”，壮夫不为的。
从此，对形而上的东西用功尤多了。
当然，这么多年来，我始终都把书画作为自觉修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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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前几年，当我的画作在市场出现时很多人都惊讶道：“你的画，很有传统功力。
”当代工笔画大师喻继高先生还为我题诗道：“南京石延平，理论盖金陵。
君系多面手，书画样样能。
”遂之，开始有人称我为画家了。
说句心里话，我倒不太喜欢被人称为画家，认为画家更趋于“艺”，而远离了“道”。
古人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现在看来，画家是个蛮不错的职业，可以为稻梁谋。
对于一个“一生负气半世凄凉”的学人，人格的独立，比其他的利益更重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远”。
“半生青灯对书卷，一朝名成惊天下”。
要知道书生的人生命运有时就是这样的乖蹇，皓首穷经。
孤独与寂寞成就了多少高僧大德、硕儒鸿俊。
人之一生，特别是书生，更要能经得起孤独、清苦、寂寞。
因为，他们在以道德操守为时代献身，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责任感。
当然，社会会记住他们的，沉默是福。
岁月流转，我在从艺的道路上幸遇了各具神采的大师人物。
他们对我的帮助鼓励，是我没齿难忘的。
雨窗前，我想起贾平凹说过的：爱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是在前边拉我的，给我以滋润和鼓劲：恨我
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边推我的，给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这正正反反两股力量的作用，成就了
我。
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多方支持，得到了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周斌先生、江苏美术出版社顾华明先
生、责任编辑王林军先生的帮助，还有我的好友黄培杰博士和陈菊明先生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得到大师俊嗣林筱之、陈显铭、钱春涛、王汝瑜、宋玉麟、叶宁、庄希祖、钱心梅、魏镇等对
亲人作品的鉴定，对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另外，就是我慈爱的祖母在我幼年时对我品质的教诲，使我受用终身，并以此书，以表对她的怀念之
情。
“一世荣枯无异同，百年哀乐又归空。
夜阑乌鹊相争处，林下真僧在定中”。
作如是观。
拙作中有些文章是刊发过的，有的已做了修改。
文章中涉及的人和事，若有不当之处，作者文责自负。
错误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2007年9月1日初稿作者客次于北京居高堂2008年1月28日修改作者识于南京正觉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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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匠之道》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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