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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凤楼话艺（代序）

这本画集中的作品，一部分是我平时即兴挥写的修习作品，一部分是近年写生的作品，并非是为

了出版画集而创作的作品，应该把它们叫作习作更贴切，考量许久终于把它们结集出版。因为是习作，

少了一些创作的因素，而创作的作品更完整更精致，构图、落笔、用墨都要讲究得多，画面效果亦更

好。习作是记录一时的感受体会，随性而作，在行笔用墨上没有太多的顾忌、讲究，压力不大心情轻松。

但是也正因为习作具有自然生发，无拘无束的特征，笔性会更自然，更随意，墨色自然生发会更加意

趣横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每一幅习作虽然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但也有它可取的地方。因此，将其

结集出版，权为请教诸位方家。

集凤楼是我的书斋号，是陈玉圃老师给安的。在大学毕业时，老师给每一位学生题字作画留作纪念，

他给我画了一幅画，提了一首诗，写了一幅字，还提了“集凤楼”三个字作为本人的书斋名。当时同

学们觉得“凤”字有些脂粉味，以此笑话我，后来老师解释，“凤”字是人才之意，因我到高校当教师，

教书育人，“集凤楼”是汇聚人才的地方之意，比较适合，非我辈所理解之意。因此，我谨记师意，

教书习艺，也一直用此作斋名。

至于在这里“谈艺”，其实本人忐忑不安。“艺”这个东西，可谈的太多了，什么人都可以谈，

什么场合都可以谈。自古而今，圈内圈外，想谈便谈，而且话题无所不及，比如领导是一门艺术，烹

饪是一门艺术，生活、工作是一门艺术，艺内艺外，都可冠以“艺”的大名。艺术或许不单指文学、

书画、歌舞、影视了。

但我觉得“艺”是高尚而高深的。虽然古今艺界大能论艺无所不及，而且名篇名言之多，数不胜数，

但却是句句在理，字字精深。以我现今的修为，一直都在重复前贤之路，在修习过程中有时感觉体会较深，

以为见解很独到，但一翻开古今画论，大师们都早有谈及，所以谈艺于而今的我来说，更多的是印证

前贤之论而已。若是把这些感觉体会拿到这里与大家唠叨，观者定会觉得无味无意义。所以，我一直

在思考该在这里说些什么。

正好，近段时间忙于家庭装修，为保证质量而事事亲为。话说到这里，就又想啰唆几句。这次是

我第一次装修房子，到社会上一打听，搞装修的团队又多又乱，有有资质的、无资质的，有开门面接单的，

也有靠老顾客介绍接活的。请谁很有讲究，有资质的售后有保障，无资质的用起来不放心。有一个奇

怪的现象，社会上许多人找不到工作，但又有许多工作找不到人做。为什么会这样？我找一个年轻人

帮忙安装水电，这小伙子本来技术水平不错，但态度不太好，干活都以省时省力为目的，常常偷工减料，

工作质量自然不高。我认真想了想，认为态度很重要。你对工作态度好，好工作就找上你，对工作态

度不积极负责，自然就没有工作做。其实习画亦然，你若勤学苦练，积极负责，定会有起色，反之亦然。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这句话说的当真高明，太美妙了，一个“高”字真绝。

艺术怎样才能高于生活呢？从宏观上说，其目的是使人认识自然、融入自然，人和自然能更好地

协调发展。从微观上说，达到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目的。

自然是变化无穷的 , 社会生活是千姿百态的，当然，艺术也是丰富多彩的。艺术中到处都体现着生活、

体现着自然，艺术是生活的提炼、加工和再创造。艺术家从生活中提取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内容运用



到艺术中去，反过来又充实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新的享受。艺术决不是生搬硬套生活，或者重复生活，

而是有取舍地提取生活中的精华。在这个提取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生活的时代不同、内容不同、环境不同、

感受不同，所创作的作品也不相同。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品味作品，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生活给艺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艺术尽情地表现自然，表现生活，并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

们感受自然、体会生活，通过认知产生感悟。抒发对自然、生活的情感，把这些情感转换成其他的艺

术形式，如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使我们能更好地与自然融合。 

再说一下理，“理”字左旁为“玉”，右旁为“里”。许多人都认为左旁为“王”，这是错误的。

这是个形声字，左形右声，“玉”即为玉石之意，比如珍、玲等字。“珍”字，指玉石的珍贵。而“玲”

字，在古时候没有金属，“玲”都是用石头制作而成的，这些“玉”字旁的字都与石头有关，即可说明。

那么“理”字是什么意思？其本意是指玉石上面的纹理，其延伸意义指规律。因为石头上的纹理是自

然而成，本身就有的。规律指的就是事物本身独有不可以改变的特性。二者同一指向特征，这是说“理”

是规律的意思。

谈艺应涉及画理、物理、人理三者。           

画理就是画画的规律，习画要懂得画理。翻开中国古代画论，全书所说的都是画理。历朝历代画

界名家高能的长篇大论，片言只语，都说及画理，如谢赫的“六法论”，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

欧阳修的《六一跋画》，苏轼的“论画以形似 , 见与儿童邻”，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齐白

石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等，都是画理。      

物理即事物生长发生的规律，画山水要涉及山水之理，画花鸟人物也要懂得花鸟人物的规律，如

生活习性生长规律。这需要深入生活，去研究，去写生。比如画花鸟，就要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结

构特征。花瓣是单瓣的还是复瓣的，叶子是对生的还是错生的；体型特征、色彩变化等都要做细致的

了解，要写生。有生活的艺术才称得上是艺术，可见物理对于习画太重要了。

至于人理便是指符合人的欣赏习惯。人有不同的欣赏习惯，同一幅作品，不同的人的解读差别很

大。人的年龄不同、群体不同，审美取向就不一样，评价也不一样。但是这也是有共同规律的，比如

健康积极向上的作品，人们都喜爱；低俗阴暗的作品，大家都不喜欢。所以，习画也要懂得人情世故，

了解人性，符合人性才能拥有读者。

作为这本作品集的开头语，大概说这些，有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编 者

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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