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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美术学院
        灰姑娘城堡



城堡简介

     “灰姑娘”城堡是河北美术学院的
东方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的一部分，也是
河北美术学院的动漫城项目。“灰姑娘”
城堡于 2009 年 4 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24 亿元，被河北省列入 30 个重点规划
建设的文化产业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
内最大的动漫城。城堡由欧洲典型风格
的四组古城堡组成，巍峨、壮观，异域
建筑风格突出。

     城堡的主要功能是动
漫游戏制作、设计服务、
艺术研创、教育培训、现
代传媒、文化会展、休闲
度假旅游。城堡内设机构：
动画原创中心、动画外包
制作中心、动画制作服务
中心、卡通玩具研发中心、
动漫发展信息中心、文化
会展中心、工艺品研发中
心、动漫馆及文化产业等
机构实企。同时，内设资
源平台、动漫捕捉系统厅、
渲染农场、录音棚、剪辑
后期合成室、摄影棚、陶
瓷、电气窑等专业设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倪瓒作品



目录

经典
倪瓒作品欣赏           ……………………………………………………………………………………………………01

观点
再谈中国绘画重“神”观念——两则画论引发的思索 / 张鹏           ………………………………………………04

名家名作
李明久            ……………………………………………………………………………………………………………06
傅艺慧            ……………………………………………………………………………………………………………18
范家美            ……………………………………………………………………………………………………………30
程风子            ……………………………………………………………………………………………………………36
李炯毅            ……………………………………………………………………………………………………………50

论文
美术史学方法杂感 / 罗世平          ………………………… ………… ………………………………………………54
民间美术对高校设计教育的当代价值 / 张立阳                ……………………………………………………………55
书法：文化？艺术？ / 谢友国              ……………………………………… ………………………………………58
苏轼文人画审美风格解析 / 张子涵        ………………………………………………………………………………60
浅析沈作喆的书法美学观 / 杨金国            ……………………………………………………………………………62
曲阳北岳庙壁画“飞天神”——吴道子绘画风格的真实再现 / 郝伟坤      … … … ………………………………65
浅析室内设计工厂化装修 / 张振   齐志辉     …………………………………………………………………………68

东方文化大讲坛第三期
“文字、书法和道家精神”研讨会在河北美术学院召开 / 魏飞           ……………………………………………71

关注       
赵宗保          ……………………………………………………………………………………………………………72
王伟卿          ……………………………………………………………………………………………………………74
霍健             ……………………………………………………………………………………………………………80

学术交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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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 —— 作品欣赏

倪瓒，字元镇，无锡人也。家雄于赀，工诗，

善书画。四方名士日至其门。所居有阁曰清閟，

幽迥绝尘。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

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四时卉木，萦

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

居士。时与客觞咏其中。为人有洁癖，盥濯

不离手。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求

缣素者踵至，瓒亦时应之。至正初，海内无事，

忽散其赀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兴，富

家悉被祸，而瓒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

独不罹患。张士诚累欲钩致之，逃渔舟以免。

其弟士信以币乞画，瓒又斥去。士信恚，他

日从宾客游湖上，闻异香出葭苇间，疑为瓒

也，物色渔舟中，果得之。抶几毙，终无一言。

及吴平，瓒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编氓。

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明史 •倪瓒传》

倪瓒作品   柯竹石亭图

Hebei Art Court 【经典】



2河北美苑

倪瓒作品



3河北美苑

扩展阅读：《云林遗事》，明顾元庆撰。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长洲人。都穆之门人也。此书皆纪倪瓒事迹，分高逸、

诗画、洁癖、游寓、饮食五门。崇祯间，常熟毛晋别有刻本，云从天竺僧寮见之，不著作者名氏，较此本所载稍繁。而此

本后附赠诗及志铭二首，则毛本无之。江宁李蘅尝刻其本于所辑《璅探》中，题云顾元庆撰。虽未知所据，然考元庆所著，

尚有《瘗鹤铭考》《夷白斋诗话》，盖亦雅士。《苏州府志》载其兄弟皆纤啬治产，惟元庆以图书自娱。王穉登往访之，

年七十五，犹酬对不倦。是其志趣与瓒相近。或辑此编以明所尚，亦事理所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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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绘画重“神”观念
          ——两则画论引发的思索

Hebei Art Court 【观点】

张鹏简介：
（1980—），河北定兴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博士，
《艺术实录》副主编，《河北美苑》副主编，研究方向：
中国美术史。

“形神论”是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循流溯源，东晋顾恺之首倡“以

形写神”，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讲道：“凡生人亡有

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

乖，传神之趋失矣。”南齐谢赫的“六法”承继顾氏而来，

将“气韵生动”列为其首。唐代张彦远又发展了谢赫的思

想，提出“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其后，邵

梅臣认为“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沈括说“书画之妙，

当以神会”，谢堃主张“不在形似”而“务求意趣”。可

知东晋以降，上述这些观点共同构建了中国绘画以重“神”

为旨归的“形神论”学理谱系，成为中国画论的主导观念，

深刻影响了画坛的命运走向。特别是经过以顾恺之、吴道

子、李思训、韩幹、顾闳中、李公麟、荆浩、关仝、董源

等人为代表的艺术大师们奇勋卓著的笔墨实践，中国传统

绘画重“神”之传统正式确立。

考察这一传统的诞生，我认为有两个很重要的缘由。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母体本身就包孕着重神韵、轻形质的

理念。先秦道家思想中充满了对物象世界之外幽玄秘境的

追问与寻觅，“形神”问题据此出现。如《庄子 •知北游》

中有相关精辟论述：“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

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这里的“神”还是与混沌的“道”

粘合一体，但也算具备了后世意义上“神”的雏形。汉季

清议之风所引发的“形神”探讨在汉魏之际发展得更为抽

象，魏晋玄学与形名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

何超越“形质”而求索“神精”。何晏、王弼对圣人的“神

明”有精彩的论辩，嵇康则把“神”与音乐直接联系起来，

认为修“神”重于养“形”。在玄学人物品藻中，“神气”“神

韵”“神明”等品评语汇得到广泛使用。时至东晋，“神”

的内涵愈加深广，既可指人的情思，也可指人的风度与智

慧，它穿越了政治伦理屏障，置身于审美天地。统观文化

史，我们看到，自魏晋始，这种重神韵、轻形质的理念渐

渐浸濡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了绘画、书法、音

乐等艺术门类。南北朝时王微在《叙画》中所讲的“望秋云，

神飞扬；临秋风，思浩荡”，可以看成是这种理念的一个

诗化注脚。其二，中国传统士人多具备全面而良好的艺术

教育背景，而且这种教育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常态。

古代士子们除了读经明道、修文养德之外，还必须学会琴、

棋、书、画四件雅事，似乎不为此不足以自命“文人”或“名

士”。绘画作为“四雅”之一，士人们自幼就得到了或专

业或业余的培养训练。当然，秉承着儒家“游于艺”信条

的训诲，许多士人习画纯为怡情之举，陶钧性灵，遣释愁伤，

收获满漾灵府的审美愉悦。也正是缘于此，宋代文人才把

书画称为“清玩”或“墨戏”。栖身于此般艺术教育背景

下的古人，在绘画问题上，常常把笔墨基本功磨炼看作是

等同于日常起居的生活习惯，从而对其生成一种合乎常理

的漠视与冷淡。这种基本功训练表现在画面上即是“形似”。

故而让后人看来，古人似乎是绝然抛却了“形”，而把那

种寄寓襟怀、超逸高蹈的“神”（或“意”）作为首要甚

至唯一值得凝眸致敬和苦恋穷逐的对象。

依循着这个理路，把目光投置当下，我们会发现，古

代高贵的重“神”传统被许多当代画家无情地拆解和践踏着，

他们浅薄的认识论里充斥着误解和偏见。许多人高擎着尊

重乃至复兴传统的旗纛，只是一味地沿着他们眼中所谓的

齐白石作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河北美苑

重“神”路径呼啸而行，却全然忘记了自身与古人所处的

截然相异的文化语境。古人虽重“神”轻“形”，但正如

前文所述，是在已经具备了深厚“形似”涵养的基础上生

发的，他们对“形似”基本功的熟视无睹是有资格也是有

理由的，因“熟视”故“无睹”。这也是与今人在这一点

上的根本区别。明初的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说道：“今

人或寥寥数笔，自矜高简，或重床叠屋，一味颟顸，动曰‘不

求形似’，岂知古人所云‘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

这段话形象地记录了明代人无视古人语境而疾呼“不求形

似”的滑稽场面，这与当今画坛的某些现象存在着若干相

似之处。这种当代画家片面甚至畸形的重“神”轻“形”，

至少导致两个恶果：其一，片面追逐“神”（或“意”）

的行为，极端忽略了摹形造像等中国画基本功的砥砺培养，

遂成为部分画家掩饰艺术根基薄弱与笔墨功力缺失的护心

盾牌。画家以谈形为俗，导致造型意识急剧弱化，为写实

绘画的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霾，故而这种意义上的所谓标

举“神似”是极度荒诞的；其二，片面追逐“神”（或“意”）

的行为，使这些人在画面上造就出的“神”（或“意”）

虚妄造作、不堪入目，因为这里的“神”（或“意”）早

已严重偏离了绘画艺术本体。究其本质，他们多是用哲学

或文学语言来残酷地遮蔽或替代绘画本体语言，“意在笔先”

之“意”已非“画之意”，而这恰恰是对艺术本体的叛离

与亵渎，堕入了“欺世”邪道。

《尔雅》曰“画，形也”，《广雅》云“画，类也”。

这些古老的注解带着一丝文化人类学的气味，告诉我们一

个具有原初意味的事实：绘画起源于人类对“形”的憧憬

和渴望。绘画本是造形艺术，它对宇宙万象的映照绝不能

彻底抛开摹形造像的技术手段，绝不能彻底割裂画面形象

与客观物象的联系。故而，我们对“形”同样应该给以足

够的重视。事实上，纵观中国传统绘画史，人们对“形”

确实也从未放弃过。 

以苏东坡和齐白石为例，他们对“形似”都格外看重。

先说苏轼，长期以来人们对他这两句诗存在着某种程度的

误读，主要体现在把“形似”和“神似”机械地二元对立上。

对于这种现象，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在《中国艺术精神》

中指出：“中国的文化精神，不离现象以言本体。中国的

绘画，不离自然以言神韵。但一般人常常不深求东坡立言

的本意，以为东坡的两句诗，是否定了作品与形似的关系，

亦即否定了作品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绘画中本来早已有这

种便宜主义的倾向。”其实，苏轼本人从未将“形”与“神”

对立起来，倒是提出了对“形似”亦应给予足够关注的论

点。他在《石氏画苑记》中说 :“子由尝言：‘所贵于画者，

为其似也，似犹可贵，何况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见人物，

皆吾画笥也；所不见者独鬼神耳，尝赖画而识。然人亦何

用见鬼？’此言真有理。”由此可知他同样重视“形似”。

再说齐白石，他一贯反对宋元以来文人画“逸笔草草，不

求形似”的单纯玩弄笔墨和片面追求“笔墨情趣”而不晓

所画何物的做法，严厉否定“得神忘形”或“得意忘形”，

认为一旦“忘形”就会“形神俱丧”。在教授弟子时高度

强调临摹、写生等基本功的重要性。他说：“学画应从临

摹入手，这是学习传统技法的唯一方法”“作画贵在写生，

能得形神俱似即为好矣”。这也是他多年躬身实践的经验

之谈。他曾三临《芥子园画传》，反复临摹石涛、八大、

徐青藤、吴昌硕等名家的作品。对于此，他曾感慨良深地说：

“人家喜欢我的虾，可是，这几笔虾也是经过我几十年功

夫才能得其精神的”“余画小鸡二十年，十年能得形似，

十年能得神似。”

总之，这两则画论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绘画艺术重“神”

观念的思索，那些横陈眼前令人堪忧的问题又一次证明了

那个亘古不灭的真理：中国绘画必须以坚实的笔墨功夫作

基础。笔墨功力，它是中国绘画艺术中最为关键的技术性

因素，就好比诗歌的平仄韵律、戏曲的腔调做派。技术性

因素是任何艺术门类都必须具备并用以彼此区分和维系其

个性生命价值的强大力量。往则往矣，对于后来者，我希

望你们苦练基本功，先把绘画技术性因素这个摹写“形似”

的资本积聚成厚重的根柢，再去叩问形上和探求终极。

齐白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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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ei Art Court 【名家名作】

李明久，生于 1939 年 , 号长白山人、踏山者，别署抱山馆主，吉林榆树人。
曾长期担任河北师大美术系主任、河北省政协委员 , 第二届、第三届河北省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河北省省管优秀
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

李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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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久作品  冬日  2013 年

李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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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评明久——李宝林
Hebei Art Court 【名家名作】

李明久对艺术追求的执着，高标准的要求，在学术界在美术界，人所共知。他非常低调，很多出头露面

的场所，找不到李明久。他主要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画画。看李明久的画，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

一个从事中国画艺术创造的人，首先应该对中国画文化理念有充分的理解。这样，你怎么创作，怎么发展，

都是正确的。所以，在这点上李明久做得比较好。李明久的画，很明显跟一般画家不一样。他的画，给人一

种非常新颖、非常简练、非常震撼的感觉。画，初一看，效果似乎没有那么强烈。但细品之，就能给人一种

玩味的感觉和心灵上的冲击。这是他的作品内涵和文化魅力所致。第二点，就是他对艺术语言的提炼。李明

久的画，每笔都画到。甚至每一张画，都可说是笔笔相生，每根线条都有变化。他不是那种有些地方含含糊糊，

混沌一大片或者泼墨一大片。这个是李明久的艺术风格，笔笔都到位，积点成线，积点成面。黑的树和雪景，

画得非常好。

李明久年轻时在黑龙江生活、工作过，后来把青春献给了河北。他的整个生活感受，都体现在那种冰天

雪地里，包容了他所有的艺术感觉。雪，非常干净，非常优美，具有很大冲击力的审美，给人们留下了非常

深刻的印象。

作者简介：李宝林，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美协河山画会会长、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一级
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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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评明久——卢禹舜
Hebei Art Court 【名家名作】

明久老师和我是老乡，都是黑龙江人，也是我的师长。他在推动当代美术发展和高等艺术教育方面所取

得的成就，令画坛瞩目。

李明久老师在长期艺术实践中，所体现出的过人才情，我很敬佩。李明久老师是当代山水画界的常青树，

这么说是因为他永远都在探索和突破。突破前人，突破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刚才铁扬先生也谈到了他的淘汰精神，实际上就是不重复自己。他的面貌总是让人耳目一新，他的创作总是

那样的饱满鲜活。明久老师集诗、书、画、印于一身，文学、戏曲、历史、哲学等等综合修养很深，而且非

常谦虚低调，是谨言慎行的非常有实力的大家，驰骋于当代中国画坛的大家。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深

深感到一种东方民族的智慧和神韵。明久老师的才情，都体现在他点线面的相互结合，并汇合到整体当中。

我在明久老师艺术创造实践和艺术理念中，受益非常多。他的艺术实践的理性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智

慧，在他的艺术中自然而然体现出来。明久老师认为处理自然空间，对于画家来说，是劳作的基础。加之情

感做铺垫，修养为血脉，创造有别于前者的文化空间才是目的，这永远是无尽探求的课题。这使我想起我们

一般意义上所谈到的，一种打破真实空间和画面空间的理解和认识。明久老师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文化空间，

我觉得这是文化创作最本质的一种理解和认识，而他又更加进了一步。实际上，明久老师的整个艺术实践，

真正创造一个具有视觉效果的画面空间，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内涵，能够真正称其为文化空间。

铁扬先生提到明久老师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有着直接关系。他强调自然造化为创作基础底蕴，强调个

人修养。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强调画家真正的个性情感，并起到催化作用。如果说自然是艺术创作中的基础，

那么个人修养、艺术品位与格调是对应的。也正是画家的文化层面，促成了这些作品。所以，选取怎样的自

然空间，具有怎样的个性情感、文化修养，艺术面貌对艺术深度来说，非常重要。实际上，自然空间的取舍，

往往不是偶然性的。一般来源于画家的个性爱好和修养的结合。我想也正是这种艺术创作理念，才有明久老

师对传统文化深深的探索，也才有一系列独具面貌的作品。对题材的选择，对自然的选择，对于画家来说，

有非常直接的意义。人生最高境界就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我觉得明久老师已达到这种境界。他的文化自

尊自爱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作品具有浓浓的传统情结和古典情调，浸透着传统文化，也能让人感

到一种鲜明的时代气息。他的艺术面貌，明显不是来源于古人，也不是来自当代阵容。明久老师的艺术创造，

我感到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做为画家，不需要了解你在艺术创作中的艰难困苦，但

是社会和人民有权利享受你的实践成果。

我觉得，对这种实践成果应有一定要求。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生命，那么你生命的意义，你生命的精彩，

就是来自国家和人民的给予。作为艺术家，你有责任用你的艺术成果，来满足人民的需求。明久老师，就是

这样一位艺术家。

 作者简介：卢禹舜，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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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评明久——郑工
Hebei Art Court 【名家名作】

李明久先生作品的面貌，是比较突出的。

山水画是传统画里面的优秀画种，历代出了不少大家。但是从里面走

出来，非常不容易。我觉得看了李明久的画以后，感受最深的是画面传达

的一种气象，也可以说是个正大气象。李明久画面的构成，体现出一种正气。

不管是大画，还是小画，那种很端正的气势，和人的气质息息相关。人的

气场问题，在他的作品里面很突出地反映出来，也能反映出来他个人的内

在气质。

李明久为人很端正。我觉得这种正，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

很多山水画家，都是以奇制胜。但李明久的画，却是一种端端正正的展开，

堂堂正正的作画，这很难得。李明久的画，除了端正的构图以外，还有个

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山水画的主题非常单纯。不单调，但很单纯。他最主

要的除了雪的主题以外，他的画还突出了树，而且是小树，以一种集群的

方式来表达。没有参天大树，全是一种小树，密密麻麻的布局和陈列。这

个布局和陈列的构成当中，去表现一种东西。他想追求一种什么东西？他

想突出来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礼赞。那种绿色的植物在雪原里，在恶劣环

境下蓬勃地生长，这是一种内在生命力的体现。在这里，我还深刻地感受到，

在他的画面里还有另一种东西，就是中国画的留白。这种空白，可以表达

很多东西，可以自带很多东西，比如说水、云、天等等。李明久自带的是雪，

雪既空灵又是实体性的。在画面有这种雪的布白方式，让画面充实起来。

这几点看上去是作画的细节，实际上使他画面的内涵不断提升，提升到正

大气象。李明久的作品不管是大画还是小画，不外乎这几点。无论他的画

如何变化，但是他有一种意境是不变的，这就是一种悠远。这和他的正大

气象又形成了一种呼应，还是回到人的品格上。这种正大悠远的境界，和

传统山水画的精神，产生了一种连接。这种连接使他的画，不管是大还是小，

都能够透露出深远的意蕴。我觉得，李明久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重新展开的

启示。

所以，我从李明久的画中看到更多的，是他作画的一种心境，一种平

静之心。

 作者简介：郑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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