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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是中古代绘画艺术的精神升华。
《东方文化集成系列：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要旨》力求准确回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原初状态，集中阐
发其辩证神髓，探讨其融通态势，揭示其理论个性，关注其流变环节。
《东方文化集成系列：中国古代绘画理论要旨》既重视对文化渊源的深层梳理，也重视对绘画艺术实
践的相关考察，比较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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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铸，辽宁辽阳人，一九五三年生。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曾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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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小引上编（一）辩证神髓“传神而已矣”——中
国古代绘画理论的核心追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基本观念“虚实相生”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重要贡献上编（二）融通态势“诗画本一律”——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自觉
选择“画与书通”——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独特意识下编（一）特色解析说“似”——具象写意的形
象创造论“远”——心灵主导的空间建构解“逸”——文人画理论的特殊范畴下编（二）流变探微“
山水以形媚道”——山水画及山水画论超前出现原因一解“禅与画俱有南北宗”——文人画强化自身
的主动策略从“胸有成竹”到“胸无成竹”——文人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附录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论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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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清的王国维，在论诗词意境时，区分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
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①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要高于“有我之境”，而创造“无我之境”的真谛在于“以物观物”。
何谓“以物观物”？
就是以素朴自然的心态把握素朴自然的外物，也就是“以天合天”。
将王国维的见解移来解释绘画，可以说，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正是将“造化”与“心源”妙会契合的“
无我之境”视为山水画的最高艺术境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意识源远流长。
“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互补，肯定人与自然的终极一致，为人类提供了一条与强调冲突与
征服的观念完全不同的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路。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②先秦的儒家和道家，一重人为，一重自然，相互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然而，两家都禀承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当然，儒家和道家肯定“天人合一”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儒家主“天人合一”，立足点在人，其中常常隐含着以自然迎合人事的潜台词，用意是要借自然为人
类社会理想确立永恒的依据；道家主“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则是人与外物均统一于自然之“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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