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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发的《心灵的栖园———郭熙绘画美学引论》即将付之

梨枣，嘱我为之作序，作为博士生指导老师，自然义无所辞，为之

高兴之余略书点墨。

我们知道，绘画是在二维空间上创造形象来表达内在心灵

情愫的一种艺术形式。就艺术行为而言，这种艺术形式是以平

面为支撑，利用绘画材料施以线条、色彩、构图，从而形成具体的

图像，并以此来表现行为者的艺术理念及美学思想。换言之，绘

画与美学在艺术行为的抽象层面上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因

为，美学即“感性的认知科学”，它是研究有关审美规律的一门

学问。在感性的认知与审美规律层面上，绘画者对艺术的感性

经验以及对艺术的生命认知往往是通过色彩、线条与构图来实

现的，透视这些绘画艺术的行为经验与审美规律，需要美学的参

与才能将感性知识形态上升到理性知识形态，从而将绘画直觉

经验上升到艺术思维层面，最终形成绘画美学的知识序列。从

这个维度上分析，作者的《心灵的栖园———郭熙绘画美学引论》

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将郭熙绘画理论上升到一般思维层面，还丰

富了中国美学之知识序列。

需要强调的是，站到美学的高度来建构绘画美学体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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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要用“两只眼睛”看，不仅要看西方的绘画艺术、艺术理论

和文化思想，而且还要看东方民族深远丰富的绘画历史、艺术理

论与文化思想。没有中西兼顾的胸怀与视野，必不能建构真正

的绘画美学。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 艺术是多样性的。中西方

绘画美学观的产生有特定的哲学基础、文化背景与表现手段，我

们不能简单地以“表现”与“再现”区分中西绘画美学观。19 世

纪以来，西方绘画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

后印象主义，直至出现抽象主义，特别是一些野兽派画家和表现

主义画家的作品，放弃了西方传统的立体空间而转向东方一贯

的平面空间表现的追求。这一历程与现象昭示: 现代西方表现

性绘画美学理念呈压倒性趋势并取代传统再现性绘画美学理

念。可喜的是，作者认识到这一绘画发展态势，选取了中国绘画

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郭熙及其绘画理论阐释其美学思想，

这为绘画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美学方法论。

一直以来，我以为中国美学似无完备的知识序列与范式体

系，但正是因为它没有完备的学科体系，却为我们研究中国美学

留下了宽广的学科视野与知识空间。就学科视野而论，中国门

类艺术史中不仅富有一些体系性著作，还富有一些脉络性范式，

这些著作与范式足以建构出中国美学特有的思想体系; 就知识

空间而言，中国传统艺术里充满哲学智慧、制度思想与生命情

怀。就我个人观察，在中国绘画美学的研究中，对中国绘画理论

的体系性著作研究似显薄弱，而关于中国绘画美学研究又多集

中于宏观叙事研究之上。从事学术研究宜“从小事做起”，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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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王万发的《心灵的栖园———郭熙绘画美学引论》具有一定的

学术开拓性价值。

郭熙是北宋中期卓越的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林泉高

致》是他绘画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山水绘画美学的经

典之作，它前承《画山水序》( 宗炳) ，后启《画语录》( 石涛) ，可

谓“独善其中”。从学术研究史进路看，将《林泉高致》作美学的

体系性研究，盖有三类重要人物与研究模式: 一类是张法《宋代

山水美学的体系性著作:〈林泉高致〉》①之研究模式。该文本研

究基于宋式话语体系与制度文化背景，推延与深究了《林泉高

致》之绘画美学思想。作者认为:“整个《林泉高致》在话语结构

上，类似于严羽《沧浪诗话》，是一种宋人式的体系方式。”②并指

出:“《林泉高致》初看起来是讲画，细体之是讲心，一个画家之

心，一个宋代画家之心，一个宋代的士人画家之心，一个在庭院

之中在朝廷之上的士人画家之心。绘画成了一种心灵的定

位。”③由此展开《林泉高致》之“山水意蕴”“山水画呈现出的理

想程式”“山水画的技术模式”“创作程式与创作境界”等内容的

分析，这种书写程式遵循“守约以治广”( 见《淮南子》) 的表现律

条，由“画”论“心”，从“画家之心”，延展至“宋代画家之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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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法．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146．

张法．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159 － 160．

张法．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8: 160 － 161．



“宋代的士人画家之心”，进而推及“在庭院之中在朝廷之上的

士人画家之心”。这种“心灵定位”书写进路也鲜明体现中国画

的美学观———“以形写神”( 顾恺之) ，抑或彰显“山水以形媚道”

( 宗炳) 的中国传统绘画表现方法。二类是陈良运“《林泉高致》

的美学品位”之分析模式①。作者力图从艺术审美、创造空间与

创造主体等三个方面阐释《林泉高致》之“真实地面向自然的审

美观照”“空间艺术的时间意识”“审美创造主体之‘神明’”等

内容。这种书写理路是遵循绘画的审美、创作与主体“三位一

体”的美学写作方式，紧扣郭熙绘画的自然之“真”，绘画空间中

的时间之“善”与主体之“神”，进而阐明《林泉高致》之美学思

想。三类是马鸿增“《林泉高致》的美学贡献”之阐释模式②。作

者从“身即山川而取之”“夺其造化”等命题入手，分析郭熙山水

画的感情内涵———“景外意”以及空间上“远”的开拓。作者认

为:“从山水画美学的角度来看，它对《笔法记》是一种继承，同

时也有充实和发展，与《笔法记》相比，《林泉高致》少有那种深

奥的哲理性，而较多直观的、实用性的经验之谈。”这种书写策

略主要是基于《林泉高致》的绘画审美命题出发，阐释作者饱游

饫看后的创作体验与艺术理念。

概而观之，以上三类《林泉高致》之研究模式，或重视“心

灵”，或偏于“创造”，或单于“命题”。基于此，王万发在继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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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张法等美学前辈和当前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艺术观等基本理论，消化和吸收了美学界

的相关绘画理论，利用自己的美学学识以及占有的相关郭熙的

原典材料，尽可能地探究了《林泉高致》之绘画美学思想，将郭

熙的绘画思想放在“弘儒”“体道”与“悟禅”等基本文化立场之

上，试图从“坐穷泉壑”与“君亲之心”，“身即山川”与“三远之

说”，“林泉之志”与“精神陶养”，“可游可居”与“俯听流水”等

基本命题上观照郭熙绘画美学思想，并通过《早春图》《寒林图》

《幽谷图》《关山春雪图》《树色平远图》《窠石平远图》《山村图》

《溪山访友图》等具体作品探究郭熙绘画的视觉呈现与美学图

式。在此研究基础之上，作者并未停止，而是把笔锋一转，将研

究视野投放至“和谐的交响”“生命的情怀”“生态的合力”与

“形式的生命”等郭熙绘画美学的四重分析维度之上，力图深入

而翔实地分析郭熙绘画美学的自然情怀、生命理想、生态追求与

生命形式。可见，王万发的《林泉高致》之美学研究似能改变过

去的研究态势，走向了相对成熟的郭熙美学思想分析。可以说，

该研究成果有补于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特

别是为传统绘画史体系性著作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方法、新思想

与新观点，也为绘画的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点历史的借鉴。

当然，该著作只是作者将绘画与美学结合起来研究的一次

探险性尝试，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如“上篇”之郭熙绘画美学的

“基本立场”“主要命题”与“感性呈现”等三者之间的整体关系

与逻辑顺序略显不清;“下篇”之“郭熙绘画美学之多维透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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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射出来的“和谐美”“生命美”“生态美”“形式美”等范畴之间

的书写逻辑与知识序列也值得商榷。然而，探求难能可贵，愿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衷心祝愿作者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中取

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胡玉康

癸巳年秋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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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导 论

一、关于绘画美学

在美学的研究对象中，艺术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故

而黑格尔把美学称作了“艺术哲学”或者“美的艺术的哲学”，宗

白华更是强调艺术在美学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 “美学的研

究，虽然应当以整个的美的世界为对象，包含着宇宙美、人生美

与艺术美; 但向来的美学总倾向以艺术美为出发点，甚至以为是

唯一研究的对象。因为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有意识地实现他的美

的理想，我们也就从艺术中认识各时代、各民族心目中之所谓

美。”①这样一来，美的领地自然不能不包括艺术，而艺术也不可

能排除美或审美的成分。可见，美学与艺术始终有着剪不断、理

还乱的密切关系。所以，“西洋的美学理论始终与西洋的艺术

相表里，他们的美学以他们的艺术为基础。希腊时代的艺术给

与西洋美学以‘形式’‘和谐’‘自然模仿’‘复杂中之统一’等主

要问题，至今不衰。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艺术则给与西洋美学以

‘生命表现’和‘情感流露’等问题。而中国艺术的中心———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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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A］∥美学

散步［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46．



画———则给与中国画学以‘气韵生动’‘笔墨’‘虚实’‘阴阳明

暗’等问题”。① 由此，从各类艺术活动中归纳出审美的理论，并

反过来用美学的原理和理论去观照艺术创作、艺术现象，就成了

艺术美学工作者在积极探索中常采取的路径。

宏观上看，美学的研究，主要是从抽象的、精神性的、审美的

角度去探析人之对于美的创造以及艺术如何表现美; 艺术的研

究，重点是以具体的艺术实践、艺术现象、艺术价值和艺术规律

去总结艺术家创作的方式方法以及艺术的风格及其流变等; 艺

术美学的研究，除了要对各具体部门艺术及其艺术整体 ( 艺术

家———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批评) 展开理论性的把

握外，还需要借助于美学的思辨来剥开艺术家( 艺术创造活动

的主体) 、艺术创作( 艺术创造活动的过程) 、艺术作品( 艺术创

造活动的结晶) 、艺术批评( 艺术创造活动的阐释和接受者) 之

间的“审美关系”，围绕着该门类的“艺术品”是否“美”，是否能

调动起人们的“审美”情感因素以作系统考察，进而作出符合艺

术自身规律的美学结论;而本著作所着力关注的绘画美学，正是

要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绘画艺术，通过绘画实践经验去分析人

类审美活动的现象和规律，研究美学的艺术对象、艺术中的审美

观念、艺术的审美形态、艺术的审美表现力等问题。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美学”这一学科，但却有着丰富的审美

意识和美学思想，这些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最为集中地体现在

中国古代的文物器用以及文论、诗论、乐论、画论等著作中。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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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A］∥美学

散步［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46．



代的绘画理论著作不仅探索和总结了绘画艺术的创作经验与成

果，而且丰富和发展了绘画美学思想。此正如宗白华所指出的:

“在中国，美学思想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

展。”“将来的世界美学自当不拘于一时一地的艺术表现，而综

合全世界古今的艺术理想，融会贯通，求美学上最普遍的原理而

不轻忽各个性的特殊风格。因为美与美术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

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

宙观与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

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所以中国的画学对将来的世界美学自有

它特殊重要的贡献。”①在中国古典画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一代代绘画理论家在探索审美和艺术活动的一般规律时，创

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诸如“传神写照”“迁想妙

得”“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等等。这些命题，既相互区别又相

互联系，彼此形成一种关系结构，共同构筑了中国古典绘画美学

的宏大体系。

中西方美学观念的不同，表现在各自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

向上的差异。徐复观曾说: “在中国，则常可以发现，在一个伟

大的艺术家的身上，美学与艺术创作是合而为一的。而在若干

伟大的画论家中，也常是由他人的创作活动与作品，以‘追体

验’的功夫，体验出艺术家的精神意境。”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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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宗白华．介绍两本关于中国画学的书并论中国的绘画［A］∥美学

散步［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46 － 147．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自序) 5．



审美文化精神强调人生感悟、情感体验和内省式观照。在这种

审美文化精神下诞生的中国画，必然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在世

界美学领域中自成体系。所以，研究中国绘画美学，必须以中国

画为重点的考察对象，以此论及其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并从

理论上分析画家在中国人文历史的文化背景影响下的创作心

态、审美之维，以及绘画实践体现出来的审美文化意义等。

人的精神生活最高层次是审美的生活，审美的生活就是要

超越物质的存在。艺术不仅仅是一门创造“美”的技能，也是一

种丰富人生、创造人生趣味的方式，更是一种创造并表达人类思

想情感最适宜的手段。“艺术活动是创作———作品———欣赏这

样一个系统。艺术创造，就是创造，就是构想一个艺术世界，通

过艺术语言，凝定在作品之中，最后接受者通过欣赏、阐释而与

作者的审美体验沟通，达到心灵对话之境。”①美学与艺术的最

大功用正在于此，叶朗认为: “当今世界存在的众多问题中，有

三个问题十分突出，一个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

个是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失衡。”②而中国

古代的许多文化资源在这些问题上都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的

启示。就美学研究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开始向现代化

形态转变，当代美学越来越强调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

自身的生存意义和人生境界等问题的探寻，随着对这些问题研

究的深入，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对现代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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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

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M］．合肥: 安徽教育出

版社，1998: 30．



的发掘与阐释，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而绘画美学，是“以视

觉艺术为表现重点，就写实而言，心与自然物有关，不论追求的

是写景写意，都在解决现实景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其追求情

思的深远，或表现作品的美学见解，如道德的善，或生活的真，都

期待掌握或运用一些技法，捕捉永恒的美。”①作为中国传统美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理论对于建构当代美学

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基于此，本书认为，古代画论中

包蕴着丰富而可资利用的传统理论话语资源，要建立中国特色

的美术理论、美学理论，从中国古代的绘画美学理论入手是极其

必要的。

二、关于宋代山水画的美学特征②

美，是一个极其富有魅惑力的字眼，以它为轴心产生了多种

审美范畴，诸如“优美”“崇高”等等，而“豪放”和“婉约”是近代

一系列艺术理论研究中诞生的新名词，特别作为审美标准和美

学范畴阐释和应用时，“豪放”演变出了“豪放美”，“婉约”衍生

出了“婉约美”。“豪放美”可以是豪迈劲健的、崇高悲壮的、慷

慨激昂的、苍遒清旷的、顿挫飘逸的;“婉约美”也可以是清切婉

丽的、温柔敦厚的、简淡清幽的、优美委婉的。“美”在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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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男．宋代绘画美学析论［M］．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199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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