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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 (代序)

一个人拿着笔在那里画画。创作出一件作品来，这是画家。他要解决的

是生活，现实、客观物象或个人感受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另外，有一个

人，在旁边看着画家画画，或者看着作品，说出画家为什么需要画出这样一

件画来，画家的画法、及与其他画家的长短，总之，是要说出这件作品的好

或不好来，说出作品的价值或问题。但是，因为评论家的议论关乎画家的方

向，价值、甚至生死，所以，这个评论家到底对不对，他评论的依据是什么，

他对画家和作品的价值判断到底有何价值，有没有偏见等等，这需要客观理

性的研究，这基本理论问题，他要解决的是绘画实践中最基本的理论范畴、

概念、体系和逻辑、意义的关系，是关乎绘画及批评的 “存在”性的最基本

的问题。

冯晓林原学中国教育思想史，是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多年来，在从

事教育思想史、理学史、文化史、哲学史研究和工作的同时，兼作画，并对

中国绘画批评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传统绘画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是一部系统论述传统画论的著作，分“道体论”、“意境论”、“气韵论”、“形

象论”、“趣味论”、“人品品论”、“格法论”、“品弟论”等八章，数十万言。

作者有很好的文史根底和逻辑思辨能力，能对传统绘画批评作出整体分析判

断，能将画论与中国哲学、中国文论书论联系起来，将形而上的 “道”与形

而下的“器”相贯通，而不是泛泛而议，不是就事论事。因而具有较高的理

论和学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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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画论 ( 或批评) 极其丰富，是中国思想史、中国艺术智慧的

一份宝贵遗产，但它的概念复杂，具多义性，与传统文化的诸多行类有多

方面的联系，又与绘画实践亲密关联，需要扎实的语言学、考据学基础以

释其义，也需要很高的逻辑思辨能力以辨其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难

以短期完成的。冯晓林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今后更精更深的开掘，

必有大成。

评审人签名:

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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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体论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

文。”认为汉字是以 “象形”为本源的符号。汉代书法家崔瑗在 《草书势》

中曰: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蔡邕也谓: “或象龟

文，或比龙麟，舒体放尾，长翅短身，颉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蚊之棼。”

( 《篆势》) 汉字书法表现出来的这种种形体姿态和情感意兴的特征，正如著

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言: “令人相信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

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① 而中国绘画的本质特征也在于用笔， “是故知书

画异名而同体也。洎乎有虞作绘，绘画明焉”②。于是有丹青之兴。

那么，中国绘画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呢? 在中国绘画史上，中国古

代的画家、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对书画艺术是怎样进行形而上的思索和探讨

的呢?

( 一) 道体论与传统绘画的本体论

中国文化所以不同于外国文化，华夏绘画所以不同于其他绘画，正由于

中国哲学与其他民族对世界理解和认识的差异，因而才塑造了中国特有的民

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因而有人走到极端把中国传统绘画视为是传统哲学的组

成部分。

一

①

②

《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 年第 1 期。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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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绘画与儒释道美学思想渊源

在中国几千年光辉的文化史中，古代美学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

审美理想的形成，到审美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发展演变，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色。当然，要说清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需要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

诸多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儒、道、禅三家的学术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

已形成的儒、道两家学说，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 东汉以后传入

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经过长期的聚散捭阖，终于在中唐

时期形成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禅宗。自此以后，儒、道、禅三

家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主体与灵魂，影响着封建社会后期文

学艺术的发展。它们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一面，导致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的丰富多彩; 而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融和的一面，又形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

总体风貌。因此，要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传统和基本特征，就必须对儒、

道、禅三家美学思想的异同作一些考察。

( 1)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以农业经济为基本生产方式和生存手段的社会，

尤其是宗法一体化社会的土壤中形成起来的。宗白华先生说过一句直追中国

文化本源的话——— “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①，这是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以

农业社会文化为主要模式而形成自己的类型特征，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强

调。中国人从远古先民开始，就居住生活、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在亚欧大陆

东部这块相当辽阔的土地上，西北是戈壁沙漠和天山、昆仑，西南是青藏高

原，东边则为沧溟荡荡难以渡越的太平洋，大部分土地处在温带、暖温带和

亚热带气候区。这样的地理环境固然给对外交通联系和文化交流造成了困难，

客观上却有助于并且历史地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的文化，

其中农业生产居于中心的地位。中国古人的尚 “黄”，讲 “五德 ( 五行) 终

始”而认为黄帝属土，都是其反映形态。另外，中国的远古先民从野蛮社会

二

① 《艺术与中国社会》，转引自《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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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文明社会时，原先的文化成分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即便到了商代，

“因为商朝生产力并不很高，不能促使生产关系起剧烈变化，对旧传公社制

度，破坏是有限度的，奴隶制度并不能冲破原始公社的外壳”①。这就使得原

始氏族公社时代的血亲关系，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的存留，不但范围广泛

而且时间久远。原始状态的互助互爱、平等自由等观念和精神，渗入了在文

明社会形成的中国先秦文化和哲学之中，而先秦文化、哲学正是中国文化的

成形的源头。还有，中国封建社会历时之长久、社会形态结构之稳定均为世

所罕见，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具有相当强的延续

性。中国的“士”，主要指那些由儒学教育出来的同时又往往在心灵世界给道

家、释家留有地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中国封建官僚统治机构

的基本部分，不是现职的官吏，就是 “候补”的官吏，或者是因种种主客观

原因而退出官吏队伍或 “候补”序列的 “隐士”。作为中国封建文化及艺术

文化重要创造者的“士”，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状况和意识观念类型有着相当

的稳定性，所以一方面他们的稳定性受制约于中国文化类型的稳定性，另一

方面他们又从社会组织和思想一体化两方面，加强了中国文化类型的稳定性。

最后，与上述几点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科学没有得到充分

发展，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强烈的目的论和伦理倾

向，使得前者往往成为道德的自然外化和自然哲学论证，后者往往被淹没在

目的论阐释之中。概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内敛的，自满自足而又充

满辩证内容的，具有强大的“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成分而同时又保持自

身独立性的功能的农业社会文化。

( 2) 儒道释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中国传统绘画一向被认为是“德”、“道”、“志”、“意”的载体，它所表

露的也就是中国人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追求。

“天人合一”、“儒、道、禅互补”、“得意忘象”，是紧紧围绕着 “人与自

然”这个精神领域的核心，并对中国艺术独特的传统范式的形成起着直接作

用，并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思想主线。

三

①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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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禅这三者都是处于一种 “互补”的关系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民

族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在中国首先从道德价值评价山水是孔子，他提出 “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仁智说，后经孟子、荀子、董仲舒、刘向等的丰

富发展自然山水成为道德形象观照，对自然的欣赏，实际是对理想人格的赞

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观倾向情感价值是道家的自然观，尊重个性、自然成

为情感物体体现，创造了一片风景即一片心境的美学境界，以宋代文人士大

夫为代表在艺术上追求“空灵”、“静穆”、“畅神”、“逸气”自然观，在风花

雪月、枯木山川中寄托了深沉的哲学思考。

儒道禅“互补”的重要一点，便是道家艺术思想是在一个更为广阔，更

具艺术审美倾向的领域中实践了儒家以艺术成就人格的理想。而孔子艺术观

是在克己为仁的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活动中得到了实践，因而这些后世的文人

士大夫的艺术活动又几乎无不是面向自然、怀抱宇宙，从自然的人化到人化

的自然。

“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 《宗炳·画山水序》) ，山水画艺术的崛起，

是绘画艺术中“人与自然”的观念的重大演变，以孔子仁学为核心的儒道禅

互补牢牢地确立中国艺术追求 “自我价值”的调节和 “理想人格”的完善的

传统的艺术价值观; “天人合一”，“得意忘象”等思维模式产生了艺术的宏

观的整体式的观察表达方式。

儒家的礼乐、道家的自然、禅宗的妙悟无一不是与成就理想人格紧密相

连，方使中国画家，不仅知写形，传神而知妙悟———写意，即所谓 “超以象

外”。在山水画中大胆运用空白使画面空灵而清净，表现出清高气息。体现了

“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教飘落北风中”的民族精神。

中国艺术陶冶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成为民族团结强大精神凝聚力的组

成部分。

( 3) 儒、道美学本体论

中国早期美学大体上以道家、儒家为源，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强调和重

视自然物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强调和重视社会伦理，当然，这种划分只

是相对的，因为它们的思想不仅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而且还相互交叉，相

互融合。好些美学家便很难被归到哪一个派别去。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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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强调社会伦理的儒家，用仁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于是自然物理和

个人情理在他们那里便都带上了社会伦理的色彩。子曰: “知者乐水，仁者乐

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① 在这里，山水已不是本然之山水，

它们已成了仁知的象征。从孔子开始，儒家便有了进行道德比附的观山水之

法。孟子则把个人情理等同于社会伦理，从而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认为: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② 在他看来，仁义礼智等社会伦

理规范就是个人情理的本质，是人天生具有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那就不是人，而是禽兽了。

重视和强调自然物理的道家，则常常用自然无为的观点 ( 多直言道) 去

看待一切，于是社会伦理和个人情理便都带上了自然物理的色彩。自然物理

的特点是无意识而似有意识，无目的而又合目的。庄子云: “夫吹万不同，而

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③ 以此观人，则 “至人无己，神人无

功，圣人无名。”④ 人应该无所待，无所为，这样才能成为真人。所谓真人，

“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塞，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

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⑤ 真人

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懂得道，能够顺乎自然物理，齐物我，使身与物化。

同时，在庄子看来，社会伦理并不是孔孟所讲的仁义礼智之类，最高的善

(社会伦理) 乃是顺乎自然而无为，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⑥，他认为:

“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 而非道德之正也。”⑦ 因此，治理国家

的人，一定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

游无联; 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⑧。否则，违背自然而任意妄为，就会像

倏和给混沌凿窍一样，七窍凿成而混沌已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论语·雍也》。

《孟子·告子上》。

《庄子·齐物论》《养生主》《骈拇》，引自陈鼓应先生著《庄子今译今注》。

《庄子·齐物论》《养生主》《骈拇》，引自陈鼓应先生著《庄子今译今注》。

《庄子·齐物论》《养生主》《骈拇》，引自陈鼓应先生著《庄子今译今注》。

《庄子·齐物论》《养生主》《骈拇》，引自陈鼓应先生著《庄子今译今注》。

《庄子·齐物论》《养生主》《骈拇》，引自陈鼓应先生著《庄子今译今注》。

《庄子·齐物论》《养生主》《骈拇》，引自陈鼓应先生著《庄子今译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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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古代佛学的美学成就

我国古代美学，源远流长，其产生和发展，俱植根于我民族古老文化传

统的土壤之中，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我国早期典籍 《周易》中，包含

了极其丰富的美学资料; 到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和以老庄为代表

的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古代美学有了创造性的建树。儒道两家的学

说，有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但又相互补充，相与为用。大抵儒家的美学

观，多立足于经世致用的立场，阐发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外部的普遍规律，

重政治，重功利，重实用价值。而道家的美学观则相反，他们尚虚无，重想

象，重直观，接触到文艺的内部规律。汉魏以后，除儒道二家的美学思想之

外，外来的佛学勃兴，对我国古代美学起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以十分细密

的思辨方法和对认识活动的精深的研究，给我国传统美学输入了新鲜血液，

开拓了新的领域，使人们的审美认识，进一步深入到艺术的内部规律之中。

佛学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思想理论，在我国之所以能得到传播并为很多

人接受，是有其社会基础的。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长期社会动乱，人民生

活痛苦，人们希望从苦难的现实生活中求得解脱，曾经从老庄学说中寻找到

“虚无”思想，“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 《文心雕龙·明诗》) 的玄

学流行起来。佛家的出世思想，和它所提供的对彼岸世界的幻想，给人们以

精神上的寄托，而统治阶级又利用佛教不抗争的自我苦行精神，去进行精神

麻醉，强化精神上的统治。佛学万法皆空的思想和老庄以虚静为本的思想，

也有其默契之处，故魏晋玄学和佛家学说不仅并行而不悖，甚至还可合流。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佛学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有其社会基础，在艺术和美学领

域中，也有其孳生繁息的土壤，在和儒家道家思想不断斗争中，逐渐互相渗

透、互相融合。于是在思想领域中，以儒学为正宗的局面也被突破了。三种

学术思想互相影响就产生了新的思想、新的理论。魏晋有玄学，齐梁时期出

现了折中调和的“三教同源”的理论。学术思想上的这些变化，给艺术理论

和美学思想以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刘勰的 《文心雕龙》中表现得非常

明显。刘勰分析问题的方法以及理论的缜密和体系的严谨、刘勰对艺术规律

的深刻认识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建立，都突破了并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理论，

使得我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获得一次飞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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