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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念

作者：张大千  来源：拙风文化网

  有人以为画画是很艰难的，又说要生来有绘昼的天才，我觉得不然。我以为祗要自

己有兴趣，找到一条正路，又肯用功，自然而然就会成功的。从前的人说，“三分人事

七分天”，这句话我却绝端反对。我以为应该反过来说，“七分人事三分天”才对；就

是说任你天分如何好，不用功是不行的。世上所谓神童，大概到了成年以后就默默无闻

了。这是什么缘故呢？祗因大家一捧加之父母一宠，便忘乎其形，自以为了不起，从此

再不用功。不进则退，乃是自然趋势，你叫他如何得成功呢？在我个人的意思，要画画

首先要从勾摹古人名迹入手，把线条练习妤，写字也是一样；要先习双勾，跟著便学习

写生。写生首先要了解物理，观察物态，体会情，必须要一写再写，写到没有错误为

止。 

  在我的想像中，作画跟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

此。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的习惯的以及工员的不同，在画面上才起

了分别。  

  还有，用色的观点，西画是色与光不可分开来用的，色来衬光，光来显色，为表达

物体的深度与立体，更用阴影来衬托。中国画是光与色分开来用的，需要用光就用光，

不需用时便撇了不用，至于阴阳向背全靠线条的起伏转折来表现，而水墨和写意，又为

我国独特的画法，不画阴影。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早认为阴影有妨画面的美，所以中国

昼传统下来，除以线条的起伏转折表现阴阳向背，又以色来衬托。这也好像近代的人像

艺术摄影中的高白调，没有阴影，但也自然有立体与美的感觉，理论是一样的。近代西

画趋向抽象，马蒂斯，毕加索都自己说是受了中国画的影响而改变的。我亲见了毕氏用

毛笔水墨练习的中国画有五册之多，每册约三四十页，且承他赠了一幅所画的西班牙牧

神。所以我说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应有太大距离的分别。一个人能将西画的长处溶化到

中国画裹面来，看起来完全是国画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貌，这定要有绝顶聪明的

天才同非常勤苦的用功，才能有此成就，稍一不慎，便走入魔道了。  

  中国画常常被不了解画的人批评说，没有透视。其实中国画何尝没有透视？它的透

视是从四方上下各方面著取的，现在抽象画不过得其一斑。如古人所说的下面几句话，

就是十足的透视抽象的理论。他说“远山无皴”。远山为何无皴呢？因为人的目力不能

达到，就等于摄影过远，空气间有一种雾层，自然看不见山上的豚络，当然用不著皴

了。“远水无波”，江河远远望去，那裹还看得见波纹呢？“远人无目”，也是一样

的；距离远了，五官当然辨不清楚了，这是自然的道理。  

  所谓透视，就是自然，不是死板板的。从前没有发明摄影，但是中国画理早已发明

这些极合摄影的原理。何以见得呢？譬如昼远的景物，色调一定是浅的，同时也是轻轻

淡淡，模模糊糊的，这就是用来表现远的；如果画近景，褛台殿阁，就一定画得清清楚

楚，色调深浓，一看就如到了眼前一样。石涛还有一种独特的技能，他有时反过来将近

景画得模糊而虚，将远景画得清楚而实。这等于摄影机的焦点，对在远处，更像我们眼

睛注视远方，近处就显得不清楚了。这是“最高”现代科学的物理透视，他能用在画

上，而又能表现出来，真是了不起的。所以中国画的抽象，既合物理，而又要包含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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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讲到以美为基点，表现的时候就该利用不同的角度，画家可以从每种角度，或

从流动地位的眼光下，产生灵感，几方面的角度下，集成美的构图。这种理论，现代的

人或已能够明白，但古人中就有不懂得这个道埋的。宋人沈存中就批评李成所画的褛

阁，都是掀屋角。怎样叫掀屋角呢？他说从上向下的角度看起来，看到屋顶，就不会看

到屋檐，李成的画，既具屋脊又见斗拱，颇不合理。粗粗看来，这个道理好像是对的，

仔细一想就知道不对了；因为画既以美为主点，李成用鸟瞰的方法，俯看到屋脊，并且

拿飞动的角度，仰而看到屋檐斗拱，就一刹那的印象，将脑中所留屋脊与屋檐的美感并

合为一，于是就画出来了。况且中国建筑，屋脊的美、斗拱的美都是绝艺，非兼用俯仰

的透视不能传其全貌啊！  

  画家自身便认为是上帝，有创造万物的特权本领。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

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这里缺少一个山蜂，便加上一个

山蜂，那里该删去一堆乱石，就删去一堆乱石，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一个神

仙境界。这就是科学家所谓的改造自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笔补造化天无功”。总

之，画家可以在画中创造另一个天地，要如何去画，就如何去画：有时要表现现实，有

时也不能太顾现实，这种取舍，全凭自己的思想。何以如此，简略地说，大祗画一东

西，不应当求太像，也不应当故意求不像；求它像，当然不如摄影，如求它不像，那又

何必画它呢？所以一定要在像和不像之间，得到超物的天趣，方算是艺术。正是古人所

谓遗貌取神，又等于说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我看

到真美的就画下来，不美的就抛弃了它。谈到真美，当然不单指物的形态，是要悟到物

的神韵。这可引证王摩诘两句话，“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

声的画”，怎样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就是说要意在笔先，心灵一触，就能跟著笔墨表露

在纸上。所以说“形成于末画之先”，“神留于既画之后”。近代有极多物事，为古代

所没有，并非不能入画，祗要用你的灵感与思想，不变更原理而得其神态，画得含有古

意而又不落俗套，这就算艺术了。  

  作画要怎样才得精通？总括来讲，首重在勾勒，次则写生，其次才到写意。不论画

花卉翎毛，山水人物，总要了解理、情、态三事。先要著手临摹，观审名作，不论今

古，眼观手临，切忌偏爱：人各有所长，都应该采取，但每人笔触天生有不同的地方，

故不可专学一人，又不可单就自己的笔路去追求，要凭理智聪慧来采取名作的精神，又

要能转变它。老师教学生也应当如此，告诉他绘画的方法，由他自去追讨，不可叫他固

守师法，然后立意创作，这样才可以成为独立的画家。所以唐宋人所传的作品，不要题

款，给人一看就可知道这是某人的作品，看他片 寸缣就可以代表他个人啊！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见闻广博，要从实地观察得

来，不只单靠书本，两者要相辅而行的。名山大川，熟于心中，胸中有了丘壑，下笔自

然有所依据。要经历得多才有所获，山水如此，其他花卉人物禽畜都是一样。  

  游历不但是绘画资料的源泉，并且可以窥探宇宙万物的全貌，养成广润的心 胸，所

以行万里路是必须的。  

  一个成功的画家，画的技能已达到化境，也就没有固定的画法能够拘束他，限制

他。所谓“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画得熟练了，何必墨守成规呢？但初学的人，

仍以循规蹈矩，按步就班为是。古人画人物，多数以渔樵耕读为对象，这是象徵士大夫

归隐后的清高生活，不是以这四种为谋生道路，后人不知此意，画得愁眉苦脸，大有靠

此为生，孜孜为利的样子，全无精神寄托之意，岂不可笑！梅兰菊竹，各有身份，代表

与者受者的风骨性格，又是花卉画法的祖宗，想不到现在竟成了陈言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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