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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生论艺论画，目光高远，学识渊博，且要言不烦，特别发人深省。
有画家朋友对我说，每次外出采风，他总是要带上潘天寿那本谈艺录，薄薄的一本，短短的几句，常
读常新，百读不厌。
我不认为这是他的凑趣，一是因为我从潘天寿纪念馆馆长的位子上退休已数年，二是我自已喜欢在出
差时带上一本类似的书，深有同感。
画家采风带上潘先生散文式的语录真是最好的选择。
此外，我读语录时，又常想知晓潘先生是在何种场合下说的，上下文是什么？
相信这本文集基本可以给予这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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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合于观众的欣赏要求处理明暗　　人们在看一件感兴趣的东西时，总力求看得清楚仔细全
面。
当视力不及时，就走近些看，或以望远镜放大镜作辅助；如感光线不足，就启窗开灯或将东西移到明
亮处，以达到看清楚的目的。
梅兰芳在台上演戏，因为他的剧艺高，名声大，观众总想将他的风情面貌与表现艺术看得越清楚越好
。
所以不论所演的剧情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都必须把满台前后左右的灯光开得雪亮，让不同座位的观
众都看清楚，才能满足全场观众的要求。
倘说演《三岔口》，将全场的电灯打暗来演，演活捉张三，仅点一枝小烛灯来演，那观众还看什么戏
？
老戏剧家盖叫天说：“演武松打虎，当武松捉住了白额虎而要打下拳头时，照理应全神注视老虎；然
而在舞台上表演时却不能这样，而要抬起头，面向观众，使观众看清武松将要打下拳去时的颜面神气
。
否则，眼看老虎，台下的观众，都看武松的头顶了。
台上的老虎，不是活的，不会咬人或逃走的。
”这么一句诙谐的语句，真是说出了舞台艺术上的真谛。
事实是事实，演戏是演戏，不可能也不必完全一样。
这是艺术的真实而非科学的真实。
中国画家，画幅湘君，画个西子，为观众要求看得清清楚楚起见，就一点不画明暗，如看梅兰芳演戏
一样，使全身上无处不亮，也可以说是极其合理的。
画《春夜宴桃李园图》，所画的人物与庭园花木的盛春景象，清楚如同白天，仅画一枝高烧的红烛，
表示是在夜里，也同样可以说是极其合理的。
是合于观众的欣赏要求的。
然而，中国绘画是否全无明暗呢？
不是的。
比如，中国传统画论中，早有石分三面的定论，三面是指阴阳面与侧面而说，阴阳就是明暗。
不过明暗的相差程度不多，而所用的明暗，不是由光源来支配，而是由作家根据画面的需要和作画的
经验来自由支配的。
例如画一枝主体的树，就画得浓些，画一枝客体的树，就画得淡些；主部的叶子，就点得浓些，客部
的叶子，就点得淡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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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家论艺经典，专家选编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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