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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画语：论画学修养

作者：陆俨少  来源：陆俨少画语录图释

  读书可以变化作者的气质，气质的好坏，是学好画的第一要事。气质是创作的一面

镜子，直接反映到创作上去。要有宽阔的胸怀，高尚的品德，不为名利所动，加以对事

物的敏感性，即有理想、有见解，以及笔有韵味、神采奕奕，亦即前人所主张的画要有

书卷气，有了它，就有文野之分。新的涵义就是有文明的素质，直接反映到画上去。 

  这三种学问，也就是时常讲的诗、书、画。这三个姐妹艺术，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宋代陆放翁告诫他的儿子做诗说，功夫在诗外，是一点也不错的。 

  窃以为学画而不读书，定会缺少营养，流于贫瘠，而且意境不高，匪特不能撰文题

画，见其寒俭也。 

  我自己有一个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 

  有人把看画也叫读画，画读得多了，胸中有数十幅好画，默记下来，眼睛一闭，如

在目前，时时存想，加以训练，不愁没有传统。 

  我总是仔细观看，不放过一切看画的机会。人家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

吟，我说熟看名画三百幅，不会作画也会作。 

  有些人说我的中国山水画有些传统，认为一定临过很多宋元画，其实我哪里有机会

临宋元画，如果真有些传统工夫的话，也是看来的。 

  我自己感觉到，看一次名迹，手中就提高一层。这些好画，无不从生活中来，自古

大家无不在传统的基础上，看山看水，做到外师造化；然后有所取舍，加入一己的想

法，所谓"中得心源"。 

  我小时读《水经注》，关于三峡一段，文字隽永，令人屡读不厌。及今亲历其境，

则又有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江上山势连绵不断，如展长卷。尤其江流湍急，回荡激流，

滩各异制度，曲折开合，水流其间，变幻莫测。我坐在木筏上，可以细审其势，得谙水

性；而传统山水，各家各派无不尽备。 

  诚非轮船急驶所能仿佛一二。在三峡之中，走了一个多月，比读十年书得益更多。 

  直到于今，我常常画峡江图，前后不下数百幅。也因有了三峡看水的生活体验，用

勾线办法创造出表现峡江险水的独特风格。 

  长途旅行，每每在车上持续六七个小时，同车多有磕睡者，我总是打起精神贪婪地

眺望窗外，找寻好山好水，从不放过。 

  我的方法，主要靠默记，不去强调山容水态的完全逼真，一般只记住它的来龙去

脉，回环曲折，中间衔接勾搭，交待清楚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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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看到一块石壁、一丛树；或者一个坡面，小至一个数根、一个节疤、一棵数干的

皱纹，以前没有画过，或者没有画好，怎样去表现它"没有经验。这单靠默记是不够的，

为此目的，必须坐下来对景写生，从而不端改进。  

  后来在窗外看到一丛疏树，日光映照，主干全部可以看出，方悟前人也是从西安市

观察中得到启发，创为主干全露的画法。 

  学画早年成名，不一定是好事。成了名，应酬多了，妨碍基本功的锻炼，也没有功

夫去写字读书，有碍于提高。所以学画切忌名利心太多。 

  我们看一幅画，拿第一个标准去衡量，看它的构图皱法是否壮健，气象是否高华，

有没有矫揉造作之处，来龙去脉是否交代清楚，健壮而不粗犷，细密而不纤弱，做到这

些，第一个标准就差不离了。接下来第二个标准看它的笔墨风格既不同于古人或并世的

作者，又能在自己的独特风格中，多有变异，摒去成规旧套，自创新貌。而在新貌中，

却又笔笔有来历，千变万化，使人猜测不到，捉摸不清，寻不到规律，但自有规律在。

做到这些，第二个标准也就通过了。第三个标准是有韵味。一幅画打开来，第一眼就有

一种艺术的魅力，能抓住人往下看，使人玩味无穷。看过之后，印入脑海，不能即忘，

而且还想看第二遍。气韵里面，还包括气息。气息近乎品格，每每和作者的人格调和一

致。所以古人?quot;人品既高，画品不得不高。"一种纯正不凡的气味，健康向上的力

量，看了画，能陶情悦性，变化气质，深深地把人吸引过去，这样第三个标准也就通过

了。 

  多画有两种：一中是临摹，一种是创作。临摹是手段，其目的是对着好作品，逐笔

逐段地模仿下来，化他人的东西为自己的东西。所以临摹切忌他画一棵树，我也画一棵

树，他华一块石头我也画一块石头，照抄一遍，无所用心，这样效果是不大的。必须一

笔一笔地揣摩他的起笔落笔处，怎样用笔用墨，多提出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换一

种方法，是不是可以，所得的效果有怎样？如是临摹多了，临一张有一张深刻的印象，

对创作是有好处的。 要把思想集中到画上来，在家里想，出外也想，走在路上看到一棵

树，有一个节疤，回想以前是否在画里看到过，他们是怎样表现的，我怎样去表现它，

要多想。所以不一定要从早上画到晚上，一刻不停地画得很多，多画而不想，是收效不

大的。想的时间，再加上有一定的用手作画的时间，就是提高的时间，这样也可补救一

般作画时间少的缺点。同样受到提高的效果。 

  有了名师，如非上智，每每为名师所圈住。老师的成就愈大，被圈住的力量也愈

大。也愈难跳出。终生是老师的面目，很难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反不如无名师指授，

自己摸索，四面八方，吸收营养，少框框限制，容易自己出新。 

资料来源于西泠印社《陆俨少画语录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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