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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宋元以后，中国的山水画基本上是以水墨为主要创作方式的，墨的简朴玄淡被认为是可以概括所
有的色彩并可以充分地表现文人雅士的志趣、精神和文化品位。
因此，对于笔墨的技术要求和视觉感受成为画家在山水画的形式上最重要的追求。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已经和古人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开始喜欢谈论个
性，喜欢谈论现代化。
就中国画而言，我们也认为以水墨为主导的作品形态和表现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审美需要，
让丹青重放光彩的时候已经到来。
虽然对于色彩的使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认识和实践，但对于中国画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创新的作为，
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太有人做这样的事，给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而已。
　　我们习惯上把传统的山水画分成水墨、浅绛和重彩三种样式。
其中水墨的色彩是最单纯的，仅用黑白两色，严格地说是只用黑一色。
因为水墨画的白色都是纸张留出来的，而墨色的深浅浓淡，也是用水把墨稀释了画上去的。
水墨的画法充分利用了毛笔和宣纸的特性，运用笔墨的干湿浓淡造就出许多微妙的变化出来。
张彦远说“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釆；云雪飘颺，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绰
。
是故运墨而五色俱，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
”这种认识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绘事后素”、老子“五色令人目盲”的看法，水墨滤去了自然风
景中的绚丽色彩，注重以情境的营造和笔墨的表现潜入内心，追求朴素和简淡的美。
笔痕墨迹的变化，虽无色彩的灿烂，但有“机趣天成”，黑白中幽隐阴阳之道，应该是最理想化的色
彩境界了。
另外，古代画水墨画的画家都是文人雅士之辈，画画大都属自娱玩玩，也不想弄那些五颜六色的瓶瓶
罐罐那样的麻烦，所以用一枝笔一块墨一碗水来画画，也很符合他们画画时的状态。
　　浅绛的画法，则是在水墨的基础上略施淡彩，通常用的是一冷一暖的花青和赭石，稍为浓重一点
的也用一些石青石绿朱磲等等，依然遵循水墨的清雅简淡原则。
设色的目的也不是要去追摹和表现山水的客观情态自然性状，只是使画面层次的变化较之水墨更为丰
富一些。
清代王原祁说到设色之法，认为“与用墨无异，全在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气，故墨中有色，色中
有墨。
⋯⋯但取傅彩悦目，不问节腠，不入竅要，宜其浮而不实也”。
着色不是为了要表达色彩，而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墨韵。
因此要服从墨色表现，注重色与墨的相调和。
当然，我们会发现淡赭淡青本身也具有非常雅致好看的色相，在水墨的底子上施一遍赭石或者花青可
以使画面在视觉上更加的单纯和谐统一。
　　青绿画法则是传统山水画中色彩最为浓重的一种，不过它的辉煌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
以石青石绿为主调的色彩形态来源于“青山绿水”这一客观的自然存在，但还是不同于西方写实绘画
中的对自然风景的光色空间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真实的表现。
青绿山水以线条勾勒造型，设色虽然鲜亮明丽，但不离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与用色原则。
青绿是象征性的，这样的色彩意象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木草滋润生命蓬勃。
而通过色的并置来实现彩的生动，才是我们使用色彩的高明之处。
青绿山水画色谱不算太复杂，主要用的也是石青石绿赭石花青，偶尔用些朱磲朱砂点缀，色相取其天
然本色。
这些颜色放在一起十分的耀眼，所以要用对比的色相做底，用墨色勾染，免去了一些“火气炫目”。
这样的处理方法把青绿山水画的创作和欣赏纳入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并在今天成为一种传统绘画的
经典样式。
　　水墨、浅绛和青绿的雅与俗、兴与衰都是过去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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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哪一种样式中国画的色彩表现都是以超越物象的客观情状而直接指向心性情意为最高境界的
。
 “夫观气釆色，天下之通用也。
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皎然可见。
”应该庆幸我们有这样的传统，这使我们今天把色彩作为一种学术思考的时候有了一个从古典出发的
新起点，我们要做的只是从长期的技法相传形成的种种程式中解脱出来，赋于色彩以新的形象和新的
生命。
　　色彩是情境，也是意境。
情境源于客观存在，意境生发于心性和灵性。
　　单纯是一种境界，缤纷也是一种境界。
要在单纯的色彩中体验缤纷，在缤纷的色彩中实现单纯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色彩要用眼去看，也要用心去画。
用眼看到的是色相、色度、色的比较、色的感觉，而其中的激情、理想、期待、创造等等生命的气象
是要用心才能体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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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青绿山水画家——林容生》为山水画作品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者在国内画坛拥有
较大的知名度，画面的色彩和构成具有较强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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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容生，1958年7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1986年于南京艺术学院进修。
作品曾参加1989年全国第七届美展，1993年全国首届中国画展、1994年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
、1997参加“当代山水印象”展等重要展览，并获1998年中国当代工笔山水画展一等奖、1991年“中
国的四季”美术展铜奖、1992年首届全国花鸟画展佳作奖、1992年全国首届中国山水画展铜奖、1994
年第二届枫叶奖国际水墨大展金牌等。
1997年中国当代艺术大展、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等重要展览。
并获1989年中国当代工笔山水画展一等奖，1991年“中国的四季”美术展铜奖、1992年全国首届中国
山水画展铜奖、1994年第二届枫叶奖国际水墨大展金牌、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等。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等单位收藏，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现代山水画库》、等
大型画集。
出版有《当代中国画精品集——林容生》、《林容生新工笔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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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的起点　　宋元以后，中国的山水画基本上是以水墨为主要创作方式的，墨的简朴玄淡被认为
是可以概括所有的色彩并可以充分地表现文人雅士的志趣、精神和文化品位。
因此，对于笔墨的技术要求和视觉感受成为画家在山水画的形式上最重要的追求。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已经和古人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开始喜欢谈论个
性，喜欢谈论现代化。
就中国画而言，我们也认为以水墨为主导的作品形态和表现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大家的审美需要，
让丹青重放光彩的时候已经到来。
虽然对于色彩的使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认识和实践，但对于中国画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创新的作为，
只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太有人做这样的事，给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机会而已。
　　我们习惯上把传统的山水画分成水墨、浅绛和重彩三种样式。
其中水墨的色彩是最单纯的，仅用黑白两色，严格地说是只用黑一色。
因为水墨画的白色都是纸张留出来的，而墨色的深浅浓淡，也是用水把墨稀释了画上去的。
水墨的画法充分利用了毛笔和宣纸的特性，运用笔墨的干湿浓淡造就出许多微妙的变化出来。
张彦远说“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釆；云雪飘颺，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绰
。
是故运墨而五色俱，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
”这种认识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绘事后素”、老子“五色令人目盲”的看法，水墨滤去了自然风
景中的绚丽色彩，注重以情境的营造和笔墨的表现潜入内心，追求朴素和简淡的美。
笔痕墨迹的变化，虽无色彩的灿烂，但有“机趣天成”，黑白中幽隐阴阳之道，应该是最理想化的色
彩境界了。
另外，古代画水墨画的画家都是文人雅士之辈，画画大都属自娱玩玩，也不想弄那些五颜六色的瓶瓶
罐罐那样的麻烦，所以用一枝笔一块墨一碗水来画画，也很符合他们画画时的状态。
　　浅绛的画法，则是在水墨的基础上略施淡彩，通常用的是一冷一暖的花青和赭石，稍为浓重一点
的也用一些石青石绿朱磲等等，依然遵循水墨的清雅简淡原则。
设色的目的也不是要去追摹和表现山水的客观情态自然性状，只是使画面层次的变化较之水墨更为丰
富一些。
清代王原祁说到设色之法，认为“与用墨无异，全在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气，故墨中有色，色中
有墨。
⋯⋯但取傅彩悦目，不问节腠，不入竅要，宜其浮而不实也”。
着色不是为了要表达色彩，而是为了更好的体现墨韵。
因此要服从墨色表现，注重色与墨的相调和。
当然，我们会发现淡赭淡青本身也具有非常雅致好看的色相，在水墨的底子上施一遍赭石或者花青可
以使画面在视觉上更加的单纯和谐统一。
　　青绿画法则是传统山水画中色彩最为浓重的一种，不过它的辉煌已经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
以石青石绿为主调的色彩形态来源于“青山绿水”这一客观的自然存在，但还是不同于西方写实绘画
中的对自然风景的光色空间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真实的表现。
青绿山水以线条勾勒造型，设色虽然鲜亮明丽，但不离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与用色原则。
青绿是象征性的，这样的色彩意象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木草滋润生命蓬勃。
而通过色的并置来实现彩的生动，才是我们使用色彩的高明之处。
青绿山水画色谱不算太复杂，主要用的也是石青石绿赭石花青，偶尔用些朱磲朱砂点缀，色相取其天
然本色。
这些颜色放在一起十分的耀眼，所以要用对比的色相做底，用墨色勾染，免去了一些“火气炫目”。
这样的处理方法把青绿山水画的创作和欣赏纳入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并在今天成为一种传统绘画的
经典样式。
　　水墨、浅绛和青绿的雅与俗、兴与衰都是过去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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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哪一种样式中国画的色彩表现都是以超越物象的客观情状而直接指向心性情意为最高境界的
。
　“夫观气釆色，天下之通用也。
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皎然可见。
”应该庆幸我们有这样的传统，这使我们今天把色彩作为一种学术思考的时候有了一个从古典出发的
新起点，我们要做的只是从长期的技法相传形成的种种程式中解脱出来，赋于色彩以新的形象和新的
生命。
　　色彩是情境，也是意境。
情境源于客观存在，意境生发于心性和灵性。
　　单纯是一种境界，缤纷也是一种境界。
要在单纯的色彩中体验缤纷，在缤纷的色彩中实现单纯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色彩要用眼去看，也要用心去画。
用眼看到的是色相、色度、色的比较、色的感觉，而其中的激情、理想、期待、创造等等生命的气象
是要用心才能体会得到的。
　　古人认为墨的黑白可以包容一切的色彩，这是一种气度不凡的情怀。
　　而今天的中国画应该包容所有的色彩，才是为更符合这个时代精神的一种胸怀。
　　2004年春于闽中卧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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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属于“当代青绿山水画家”系列作品集之林容生篇，主要收录其彩墨山水作品。
它充分展示了现代国画家用丰富的色彩元素对中国传统的水墨山水画进行阐释的成果，并介绍了彩墨
山水的基本常识，绘画技法。
本图册对广大国画爱好者来说是一本集收藏与欣赏价值于一身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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