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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变易美学》是由褚哲轮所著分上卷、中卷、下卷。

《变易美学》《上卷》内容简介：时间的无限连续性，与人之生命全息，建构着我们每时每刻的变化
。
在人三种高级心意机能“真”、“善”、“
美”中，美以及与具有美之性质的艺术，有着与生命一样无限连续的时间矢量性，它与人内在生命节
律相谐和，让我们产生美的感觉。
这种美妙的感觉，是一种极大变易的生命状态，也是宇宙的本原状态。
故而，经典的艺术都是极大变易和谐美的艺术，它与音乐有着共同的分形自相似结构。
其规律特征是：以简单变易(7个音符、8个点画)，表现无限复杂变易。
这一构成规律，形而上为自相似极大变易的“阴阳太极”，并推延为中国书法绘画之种种范畴。

《变易美学》《中卷》内容简介：点画的变易史是书体的变易史，也是
“圆”这一最大值张力的“转移”史。
书法，是以“空间”形式存在的“时间”书写的艺术。
时间的“矢量性”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但空间的“广延性
“可以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在邀游中“重演”逝去的“时间”。

书画同源，异流同宗。
线条之无限变易，线条相互作用关系自相似无限变易，造就了中国画皴法语言的无限变易性，它与人
心意的无限性与自然造化的无限性相统一，形成了中国画变易之法度、程式、规律、文脉特征及其精
神实质的丰富性与稳定性，它们共同建构着中国画的本质及其变易史。

《变易美学》《下卷》内容简介：若以“艺术性”来考察作为人类活动记录的各种“产品”，可以说
没有任何一件“产品”不是“人类精神”的外化而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美”的特质。
如果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艺术性数量模型的建立和美的程度与排序研究。
艺术，是艺术家以感性的审美方式对人的生命体验、生存状态和社会生活感受的记录，这种记录比一
般方式更形象、更深刻，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特征。
艺术。
忠实地记录着人性及其生命的变化，是人之自由变易生命之变易自由。
而美，是人变易生命之自由变易。
在变易中，人抵达自由的无限，回归生命之本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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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王岳川艺术变易创新的东方身份——褚哲轮变易哲学美学视野中的中国书画
序二  陈传席究天人之际探古今之变
序三  江雪艺术和审美变易哲学
自序
导言  
上卷
引论美在变易
  一、论题的推出
  二、美在变易
  三、美与审美  
  四、美与变易
  五、结构与方法
第一章审美主体变易之维——鉴赏
第二章审美客体变易之维——作品
  一、艺术变易  
  二、艺术之言——一维变易
  三、艺术之象——二维变易
  四、艺术之意——零维变易  
  五、意、象、言的变易关系  
第三章审美本体变易之维——创作
  一、创作        
  二、创新      
  三、中国画创新规律  
  四、20世纪中国画创新代表性画家  
  五、中国画创新模式
上卷结语  
中卷  
第四章中国书法变易  
  一、书体变易特征  
  二、书法变易微分
    (一)一维微分——线之变易
    (二)二维微分——象之变易
    (三)零维微分——意之变易  
  三、书法变易
第五章中国绘画变易  
  一、中国画变易特征      
  二、中国画变易微分  
    (一)一维二维微分——言象之变易
    (二)零维微分——意之变易  
  三、中国画变易
中卷结语
下卷
第六章艺术变易  
  一、分类层次形象
    (一)艺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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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艺术层次
    (三)艺术形象
  二、中西绘画艺术比较
  三、艺术本质
第七章审美变易
  一、分类层次形象
    (一)美之分类
    (二)美之层次
    (三)美之形象
  二、中西美之比较
  三、美之本质    
续  论      
  一、中国画变易的历史逻辑——振荡与回归
  二、中国画变易的现代形态——回归与振荡
  三、艺术与审美变易散论    
下卷结语        
全书结语          
参考书目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一     
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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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艺术作品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创新探索上，哪怕是些微的突破，甚或不被人接受或遭
到批判，也有学术上的积极意义。
因为这毕竟是在求变。
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取决于作品内部的变易，但创新作品内部变易不见得高于一般作品，有些可能
为了创新不得不舍弃高度变易的传统，往往有创新而艺术价值不高者（因为：X2=X1+Y）。
如水墨实验，抛却中国画无限变易的线条及其传统笔墨，艺术价值降低。
因为创新的高低，取决于创新的难易——变易维度的高低，变易维度高（如中国画之“一维”线条）
创新难度大创新成就高。
一个艺术家的创新成就和重要性，取决于创新层次的高低以及创新符号的总量。
关于审美价值，如前所述，它决定于审美主体的信息量，是审美主体的数量和评价程度，它与时间直
接有关（是时间的函数），本质上说创新层次高对审美的影响力大，持续的历史时间也将更长，比如
中国画笔墨语言的突破（如吴昌硕、黄宾虹）。
所以，在某个时间段审美价值高的艺术作品不见得艺术价值就高，或者艺术性低，或者没有创新，或
者即使是创新其创新的变易层次也低，比如风靡一时的“明星”作品，还有流行的行画等等。
一般情况下，艺术作品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是互相依赖和互为转换的。
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是：学术价值于先，其后为艺术、审美、经济价值。
如若时序相反，一般是宣传效应使然，往往是短暂现象。
一时的“明星”，往往就是“流星”。
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一般与三者成正比，现实中可能脱节或背离，但最终仍然取决于艺术价值。
 创新的重要和难度，决定了艺术家艺术地位的高低。
愈是在高难度上突破，创新的价值愈高，艺术作品愈有生命力，艺术家的历史地位也愈高。
言、意的创新难度最大，艺术价值最高，意义也最大。
近现代位居这一最高地位的分别是吴昌硕、黄宾虹和齐白石。
 我们进一步探讨意、象、言与创作的变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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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新世纪找到了自己的书画中国的文化身份　　——王岳川　　　　知中西之异　究天人之际　
探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陈传席　　　　以中国古典哲学　辩证法和康德理论为抽象预设和
起点　符合论证逻辑　　——郎绍君　　　　这种阐释具有很强的创造性　　——罗世平　　　　打
开了关学与艺术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开创了新方法和理论完整体系先河　　——江雪　　　　美术理
论一定要有超越美术的视野这就是大文化　大哲学　中国书画艺术的文化DNA需要潜心破译　　——
王鲁湘　　　　笔墨的全部奥妙就在太极图中　需要去破译　　——程大利　　　　艺有恒　亦有变
　变非一　守其恒　变其变通则久　　——刘曦林　　　　宇宙万物变化之原理　离不开变与不变之
辨证　　——邵大箴　　　　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哲学化的　　——梅墨生　　　　它为现代艺术与美
学研究开拓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理论视野具有相当的独创性　　——张晓凌　　　　在西方的思维领
域之外给人以东方既白的光明与天人合一的智慧　　——薛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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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新世纪又一次世界性的“东风西渐”时代即将到来！
褚哲轮先生的三卷本著作《变易美学·中国书法绘画艺术哲学》已经感到了这种时代的大转换，进而
在新世纪找到了自己的“书画中国”的文化身份。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书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
长、中华全国美学会高校委员会秘书长）知中西之异，究天人之际，探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史论家）以中国古典哲学、辩证法和康德理
论为抽象预设和起点，作为一种立论方法，符合论证逻辑，一些观点比较新颖，也很有价值。
如果分为纯理论如《变易美学》，和《中国绘画艺术哲学》、《中国书法艺术哲学》两个部分，会更
有利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史论家、批评家）中国传统有一个很直
观的宇宙观，这里进行了探索，其中对中国民族精神有独特的个人理解，这是至关重要的。
确实需要有人把中国审美形态与哲学的审美形态加以研究，把审美形态以具象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
两个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理论形态来表现和阐释。
这种阐释具有很强的创造性。
由于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创作是分开的，创作者要学习古人是如何表现的，研究者就应研究形式语言
——线条等的逻辑关系，但目前这些基础研究还很不够。
在这一点上，作者的探索很有价值，也很有意义。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美术史系主任）褚哲轮的美学艺术哲学，以变易为
命题对中国书法绘画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极富思辨的形而上思考，同时在与西画的比较分析中探索出一
种形式上的对比模式及其哲学渊源的分界点并揭示了西画解体的根源，打开了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的
新视野，开创了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研究的新方法和理论完整体系先河（中国一直没有一个独立自主而
成体系的艺术与美学理论），对新时代美学以及中国书法绘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江雪（社会学研究员、著名书法家、音乐词作家）美术理论一定要有超越美术的视野，这个视野
就是大文化、大哲学。
只有把美术活动看成是一种文化活动，把美术的表现思维看成一种哲学思维表现形态，才有可能对美
术行为本身做出评价。
中国书画艺术的文化DNA需要有褚哲轮这样的人去潜心破译。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独异性尤须特别关注，否则，一种文化的消失会像一个物种的消失一样，在我
们还没有来得及真正认识她之前，她已经成为过眼烟云。
对中国书画的“内美”，我们一定要知其所以然。
 ——王鲁湘（著名文化学者、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称自己的书是“彰乎大易
之数”，无一篇不由“易”博其说。
音乐、书法、绘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王微在所撰《叙画》中云“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
《易》似乎是为艺术而设计的至理。
它昭示着艺术的全部规律，言出了难言之理，道出了难道之道。
宾虹老人一语说破天机——笔墨的全部奥妙就在太极图中。
但是，解读的工作则非庸常画家所能为，需要褚哲轮一类的人去破译、阅释，以期引起更深入讨论，
并光大发扬。
——程大利（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著名美术理论家、画家）艺有恒，亦
有变，变非一；守其恒，变其变，通则久。
——刘曦林（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原理论部主任、著名美术理论家、画家
）宇宙万物变化之原理，离不开变与不变之辨证。
——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美术史论研究院院长、著名美术史论家
、画家）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哲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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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艺术哲学体现在形上之学与形下日用之中。
这是一部有意义的探索之著。
——梅墨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著名美术批评家、理论家、书法家、画家）艺术从起源
到流变，隐含着一条基本的规律，尤其是中国艺术。
褚哲轮《变易美学》揭示了这一规律，具有相当的独创性。
它为现代艺术与美学研究开拓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理论视野。
——张晓凌（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理论家）中国书画是一种文化，
在书画领域讨论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与文化的自强，就不能不追溯到历代书画家获益的周易，就
不能不了解三易：简易、不易与变易，就不能不从易理去探究中国书画的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
以此探究写出的真知灼见，必然会在西方的思维领域之外给人以东方既白的光明与天人合一的智慧。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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