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宽 　 著

中 国 山 水 画 语 境

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

造化与心源



策　　划　田　忠

责任编辑　赵小明　李菁华

特邀编辑　王松之　魏英朋

装帧设计　冯义恒　康美妮

篆　　刻　陈序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造化与心源 /李宽著 .--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
社，2015.7

　ISBN 978-7-5310-6618-7

　Ⅰ .①造…　Ⅱ .①李…　Ⅲ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Ⅳ .① 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9897 号

造化与心源
李　宽  /  著

出　　版　河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号　　邮　　编　050071

电　　话　0311-87060677　　　　　　　　  网　　址　www.hebms.com

制　　版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　（0536）2110528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次印刷

定　　价　69.00 元

河北美术出版社　　　　　　微信公众平台　　　　　　官方微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宽　本名李同茂，国家高级工艺美术

师，山东临朐人，现客居北京。结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贾又福山

水画工作室硕士研究生班。受教于何宝森、

贾又福、李铁生、郑樵诸先生，2007 年应邀

参加“北京大学中国书画名家邀请展”“第

二届永乐雅集书画展”，2009 年参加“中国

美术馆贾又福从艺 50 周年回顾展暨苦行探道

学生优秀作品展”，并在山东潍坊举办“苦

行探道——李宽山水画展”个展。2013 年在

郭味蕖美术馆举办“故乡情深——常敬竹   李

宽书画作品家乡汇报展”，2013 年参加“首

届黄山中国画国际论坛”并作为专家组专家

参加学术研讨会。其作品多次发表于《中国画》

《国画家》《美术报》等专业性画刊。作品《锦

绣江山》陈列于中南海办公楼，《泰岱朝晖》

陈列于公安部办公楼，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老教授书画院客座教授，全国科技人才培

养工程书画专家，一级美术师。出版作品集

《当代艺术研究·李宽》，学术著作：《中

国画的光色交响》《造化与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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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画家，

我梦想着用手中的画笔画出我心灵的图画。

年复年年，时光穿梭。

北漂的岁月里，

甘苦陪我一起度过。

对艺术的执着却从没有相信——

它只是个传说。

艺术的生命蕴含在哲学，

哲学的种子赋予绘画不朽的灵魂，

我不倦地探索着。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

艺术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地开拓，

内心的情感、岁月的蹉跎及修养的契合，

方能化成不朽的创作。

就是这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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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永远在精神的记忆里铭刻。

我追逐着……

我不是作家，

但我愿意将我的感受抒写。

让它见证我艺术历程的探索，

让它呈现我艺术本质的王国，

让它彰显我心性的天真与磊落。

虽然我话不成文，

但我还是写了，

我期待着，

期待着你的批评与修正，

期待着你的鞭策和慧言，

我期待着，期待着……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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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李宽的《中国画的光色交响》一书由河北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他

请我作序并题词。我题写了“气韵生命，随光赋彩”，这两句话亦正是我几十

年来学习中国画、钻研实践中国画的心得和体会。

“六法”是魏晋南北朝谢赫所创，一千多年以来“六法”已成为指导和评

价中国画的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尺。如今我将其中的“气韵生动”改为“气韵生命”，

将“随类赋彩”改为“随光赋彩”，这不是做文字上的游戏，更不是心血来潮，

而恰恰是我经毕生精力开创“光墨画”的文化成果。李宽在与我学习的二十年

里，总结了学习“光墨”艺术的体会，完成了《中国画的光色交响》一书。书

中对“随光赋彩”的分析论述是全面而透彻的，然而对“气韵生命”的着墨就

显得稍微不够，这亦是我对他写作该书的一点遗憾。让我想不到的是两年之后，

李宽捧着这本厚厚的书稿《造化与心源》来到我面前，当我细细翻阅他的书稿，

为他这几年在传统理论的学习、钻研、思考、梳理所下的功夫而深深感动！更

令我欣慰的是，《造化与心源》已触及了中国书画艺术对生命精神的追求、表达、

认知的高度。

中华民族是最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民族，中华民族文化对生命的认识和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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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是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表现在中国书画里则构成了文化艺术的

魂，这是我们今天继承发展中国画艺术的关键。李宽在《造化与心源》一书中，

虽然从山水画切入，但已触及了问题的本质，真是可喜可贺！我衷心地希望并

祝愿李宽戒骄戒躁，永远保持以往踏实认真，埋头苦干的精神，我相信，在未

来的岁月里，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忘　　山

2015 年 5 月 18 日

于北京望京花园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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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年画家李宽先生带着一身疲惫之态，把这部厚厚的书稿摆在我面前时，

我心里很是感慨，因为我知道李宽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我们这些年，

在十分密切的交往中，我几乎见证了李宽所有的成长足迹，从在家乡学习雕塑，

到来京拜师习画；从数月闭门创作书稿，到带学生深入崇山峻岭写生；从紧张

筹备个人画展，到潜心研究光墨画理论。在我的印象中，李宽十多年如一日，

始终未曾懈怠，执著进取，甚或可以说他的勤奋与刻苦超乎寻常。

在当下，许多画家，甚至一些所谓的大画家、名画家，并不十分重视对中

国画理论的学习研究。对此我一直心存异议，一个画家，如果只是满足于掌握

的技法，而不去研究中国民族宝贵的古代绘画理论，不去体悟古人先贤传承下

来的画理心得，不去学习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就难以成为一个大画家，也不

可能创作出传世作品的。画家李宽不同，他十分重视对中国画史、中国画理论

的学习，在这方面是用过大工夫的，算起来，这已是他的第二部关于中国画的

理论著述了。也许正是因为对中国画理论的格外重视，才使他具备了深厚的艺

术积淀，与当下许多画家有着大为不同的自家面貌；也许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的

汲古精神，才成就了他雄浑大美的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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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李可染先生的再传弟子，李宽不仅继承了李家山水的绘画技法，同样

秉承了李家门派对中国画创作理论的器重，早在五十年代，李可染先生就同张仃、

罗明三人赴江南写生并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画展，后来又鲜明提出“以最大的

勇气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艺术主张，这正是对古人的绘画理念与

现在中国画创作主张的精神暗合。

唐代张彦远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记录了画家张躁提出的“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的创作主张。这八个字概括了客观现象——艺术形象——创作意象

的全过程。他认为艺术来自现实，以现实美为源泉。但这种现实美在成为艺术

美之前，须先经画家主观情思的熔铸与再造。须是客观现实的形神与画家主观

情思的有机统一。张躁一语道破了中国画创作的深奥秘密。

回望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写生的有关

记载，五代画家荆浩隐居太行洪谷，经常深入到自然山水中写生，创作出了传世

画作《匡庐图》；宋代画家范宽长年生活在终南太华，他曾感叹道：“与其师人，

不若师诸造化。”他落笔雄伟老硬，真得山骨，有名作《溪山行旅图》问世；元代

黄公望常居富春江，并饱游其景，他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辄即模记。最终创作了

扛鼎之作《富春山居图》；清代高僧石涛，在名山大川中感悟艺术的真谛，提出“脱

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理论，这无不印证了师法自然的重要性。

近代以来，画家黄宾虹曾遍游海内，以至“旅行记游画稿积以万计”；画

家陆俨少平生好游山水，曾数月乘木筏观察峡江，画峡江图；画家张仃曾六上

太行，实地对景写生，留下的写生稿不计其数，将焦墨画创作推向全新高度与

境界；画家李可染更是身体力行，极力倡导山水画写生，他发挥传统笔墨语言

的表现力，也借鉴西画光与影的技法，既维护了中国画的特性，又赋予作品更

强的真实感和丰富性。“外师造化 , 中得心源”，读书万卷、行路万里对每个肩

负着责任感的画家而言，具有着真挚的意义，是普遍而又永恒的真理。

山水画发展至今，人们对表现自然、表现生活较为漠视。水墨写生更是被

越来越多的其他方式取而代之，如此导致的后果就是要么因袭古人，要么雷同

他人，要么重复自我，只会使中国画创作误入歧途，聊无自我与新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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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宽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与断裂，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绘画精神的深入

思考，他苦苦找寻继承传统、接续文脉的方法与通道，也将他对艺术真谛的感

悟理解融入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离

不开文化复兴，我们必须看到，面对外来视觉文化冲击，民族自信心不足，沉

湎于中国画的转型和与域外文化接轨等现象层出不穷，其结果，便是导致了很

长时间以来，中国画中的民族文化经典特质不断被剥离，具有深厚传统基质、

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豪迈感、能够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主流中国画创

作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理想成果。这是每个画家必须正

视的严峻现实，也是每个画家必须肩负起的时代责任。中国画界的许多有识之

士正以冷静心理和客观态度，跨视域、大视野地思考着当代中国画问题，并孕

育着一场以高扬中国精神为主旨的中国画艺术的全面复兴。

一个画家能够在创作实践中做到“化而成之”，就必须懂得如何去考察、

辨析画理义谛。一言以蔽之，中国画的画理是一个系统的范畴，不是浅尝辄止

就可以搞清楚的。古人留下这些宝贵经验，不能在我们手中流失、丢弃。

　对于李宽，这只是他艺术探索不断前行的一个驿站。一个充满文化自信

与自觉的集大成者，必定会在回望历史中找到前进的正确道路，在回归传统中

选定中国画创作的时代坐标，在回味经典中完成崭新的艺术跨越。

记得唐代有个布袋和尚，曾写过一首《插秧偈》的诗，愿转录于此，同画

家李宽共勉：

手捏青苗种福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

后退原来是向前。

常 敬 竹

2015 年端午节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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