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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第一本文集《精神的逍遥》出版于1998年，距今已有十四年之久。
第二本文集《现代书画家批评》是1999年出版的。
而第三本文集《现当代书画研究》出版距今也已七年了。
虽然著文兴趣日减，更多的是从事书画创作，但这些年主动被动地还是写了一些文章。
这次收集整理略加遴选，又有了这35万字的《艺道说文》。
集中文章大多是为研讨会、报刊所写，体例不一，或长或短，或议论或答问，不外乎表达我那一点对
艺文的认知与思考。
自知浅陋，但不免敝帚自珍，也就原貌示人了。
大多文章写于近七、八年间，个别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几篇文章也收了进来，只是为了不遗失而已。
也存了一点私心，希望读者朋友知道我前前后后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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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墨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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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后修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及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硕
士研究生班兼事书法、绘画创作与艺术史论研究。
曾受邀讲学于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大
学、鲁迅美术学院及中央美术学院等。
作品曾获首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成年组一等奖（1986）、中意杯国际龙年电视书法篆刻大赛书法金奖
（1988）、“世界华人艺术大奖”国际荣誉金奖（1999）、当代国际水墨画名家展金奖（2000）、论
文《气结殷周雪》获首届美术学（论文）二等奖（1999）等。
1990年在河北省博物馆举办个人书画首展，1997年和2000年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北京国际艺苑美术馆
举办个人书画展，先后在广东、山东、黑龙江、河北举办个展。
作品多次入选重大海内外书画展及多种辞典，为公私藏家、单位所收藏。
现为中国画研究院二级美术师、中国国际书画人才网学术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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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河北
理工学院兼职教授、曾任教于中央美院。
出版有《梅墨生书法集》、《梅墨生画集》、《中国名画家精品集——梅墨生》、《梅墨生写生山水
册》、《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化蝶堂书画》、《中国书画名家——梅墨生书法》（VCD）、《中
国书画名家——梅墨生山水》（VCD）等，著有《现代书画家批评》、《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
、《书法图式研究》、《精神的逍遥——梅墨生美术论评集》、《中国名画家全集·吴昌硕》、《中
国名画家全集·李可染》、《中国名画家全集·虚谷》、《山水画述要》等，主编有《中国书法赏析
丛书》（8本）及《当代艺术家随笔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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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传统与小传统几年前我提出过“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个看法，现在是旧话重提。
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画是“大传统”，其历史积淀已极深厚，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则是“小传统”
，其积淀尚短浅，是未经太长历史过滤的新传统。
历史久远，情况复杂，传统优劣必然并存。
以致于不同历史时期总会有图新求变之举，不过中国文化之变多是“渐变”，很少彻底的改头换面。
这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豹变”——巨变，我们是微调，人家是革命。
革命之新变易催生新事物，如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然。
渐变的微调，则是农业文明，缓慢而守成，比不了海洋文明与海盗文化。
就绘画言，传统的广大深厚使得刘、李、马、夏之变，北宋范、李、郭，也只是夸大了斧劈皴并在构
图上边角化而已。
而元画之异于宋画，明画之异于元画，都是一脉相承的变化，变在家派上的微妙笔墨风格，很少出现
彻底的推倒重来与另起炉灶。
如八大山人、普荷山水之学董其昌，虽云个性独具，但若从图式谱系上分析均无大异，而是在笔墨技
法语言上略行变化——个更苍浑一个更空淡罢了。
可见中国画的品鉴也多是从风格的细微鉴别人手，其微妙处也恰是中国文化之道要所在。
人类进入工业科技、高科技时代以后，无论东西方都开始不屑于纯手工技艺了，这种巨变是对农业文
明的诀别，其利也显其弊也明。
为此人类的艺术日变为夸诞奇诡，远离朴素自然，艺术的原始巫性与自然神性被层层剥离，最后袒露
的唯有日渐的“无聊”！
前说的“小传统”其实肇端于上个世纪初叶，与“新文化”运动相攸关，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绘画领域
还较为多样开放，写实主义尚未一统天下，写实与写意半天下。
但由于外来文化的进入和中国的亲俄趋势，“革王画的命”以及“开创中国画的新纪元”的直接受害
者便是“大传统”，因此“小传统”的新命便诞生了。
徐悲鸿在“素描为一切造型之基础”思想上的求“真”观念，大体上奠定了“新国画”的框架。
徐有段建立新绘画的名言：“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
采入者融之。
”（《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此论发表于1918年，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
写实主义的新艺术运动因徐1946年8月就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而得以大力推行，但也因此引发三教授“
罢教”事件。
此论争持续到上世纪“文革”前夕，甚至到了八十年代犹然，直至今天的国画教育之混乱困惑也都与
此相关——这一学术论争又掺杂了其它因素而更趋复杂。
　　无论喜欢与否，新艺术运动的组成部分的“新国画”已经在逾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形成了“小传
统”。
小传统新在人物画的造型准确，这是一大成就，也是一大变化——至此山水花鸟画倍受冷落。
　　新传统的写实在徐蒋体系中蓬勃发展，几乎主导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物画坛，在展览和教学中成
为绝对主流。
　　蒋兆和的代表作《流民图》（1943年）成为“小传统”的开山标杆。
到五十年代的杨之光、刘文西、方增先、李震坚以及六七十年代的李斛、姚有多、卢沉、周思聪等一
大批新派人物画家出现，新人物画代表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如《粒粒皆辛苦》、《说红书》、《
祖孙三代》、《新队长》、《机车大夫》、《印度妇女》、《人民和总理》等等已逐渐形成了“新国
画”人物画的新表现手法，为世所效法。
　　不过今天人们已开始反思。
时代在发展，人文在进步，悠久的“大传统”又在受到重视，“小传统”也发生了变化。
　　新国画人物对矫正和丰富中国画传统也有历史贡献，要客观评价此一流派或历史现象，但素描造
型削弱了中国画的民族味恐也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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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的蒋兆和与山水画的李可染为此派之翘楚，他们已经并必然地写入了艺术史，但他们后继者的
成就尚在未知之中，因为写实主义作为艺术也有它的先天不足和弊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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