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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仲起画语录

作者：孔仲起  来源：浙江在线

    孔仲起族名庆福，祖籍浙江慈溪，1934年生于上海，其家族自曾祖杏荪、祖父子

瑜、父小瑜、兄伯容、女贻奋、侄孔成、孔鼎、甥陈凯已是五代画家。孔仲起1955年入

学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学位委

员、浙江省文化厅高评委、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联合国国际美育学会理事、东方博雅

社执行社长、西泠印社社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我是画人/造化没有给我翅膀/同样可以向长空翱翔/仰观太空上苍/俯察万物沧桑/望

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凭我神思遐想的翅膀/驰骋挥洒宇宙大地的无尽风光——此

谓之老夫聊发少年狂。 

    同样是梦：积极面是兴奋、理想和希望，为了美梦成真而追求、进取、向上；消极

面是悲恸、恐惧和失落，为摆脱恶梦而压抑、空虚、渺茫。  

    于事于艺，务实为本。盖馀所宗，碌碌大半生或有业绩者，均缘由于斯。不平常业

绩往往来自平常心。  

    强调群体精神要警惕失我个性；强调自我要警惕自私。  

    宇宙的本质在于造化，大自然生生不息谓之“造化”，山水画能结合天地之化即为

“化境”。辛巳季春与童中焘、况达二位薄游西北宁、青、甘、陕诸地，即景生情，每

诵王摩诘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警句。然亦不乏大地荒漠化之忧危意识；润而

能化，旱亦能化耳！书生意气，徒呼嗬嗬而已。  

    一般写生程序应该是眼观、心照、手追。也就是说，耳闻目击后应目会心、目识心

照，然后才有得心应手、美化景物的可能性。 

    “笔墨”含意很广，非惟功力技艺、造型手段，而是有法有理有情有趣，能直抒胸

臆的丰富“语言”，是传统的审美标准。然笔墨的多少不等于审美价值的多少，而是多

元追求中一种取向，是国画艺术的主要精粹，它的感染力取决于整体画面的构成。  

    不讲求笔墨也许是现代创新意识的极至和逆反心理。信息纷呈节奏飞跃，也伴随着

一些浮躁冒进，因而出现一些非驴非马、边缘的另类的作品，每每冠以的“现代艺

术”。而注重笔墨追求者即使具有当代生活气息，也每每被排除在现代艺术之外，这只

能说是小圈子意识。  

    中国人细细两根筷子，可以挟、摘、撩、挑、捞……面对荤素各种菜肴运用自如，

尤以面条粉丝类非他莫属。  

    一根竹管一束毛的毛笔，从笔尖、笔肚到笔根，由勾勒到皴擦烘染可各尽其妙，通

过水和墨的调配渗透作用，还可表达“哆来咪发”一样各种调子和色彩变化。  

 热点文章

画论杰作：六法论 

齐白石画论三 

齐白石画论二 

宋代画论：林泉高致 

五代画论：笔法记 

齐白石画论一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黄宾虹画论 

抱冲斋艺谭 

听天阁画谈摘录 

 推荐文章

宣和画谱卷一 

宋代画论：林泉高致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犹因执笔者对指、腕、臂的把握能轻重疾除、抑扬顿挫、正侧顺逆，出现粗细、大

小、浓淡、干湿、焦枯、毛颤，以及平、留、圆、凝重、飘逸等等丰富的变化。  

    这两件最简单而最神妙的工具能不流传千古历久不衰吗？  

    值此千年之交，辞别辉煌的九九，新千年的伊始，欣逢龙年大吉，满怀祥瑞，借此

聊表心愿：  

    一元复始，十分春光，百花争艳，千年同庆，万象更新。  

    它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而当前艺术的特点是融会贯通，多元并进。我虽

已虚度大半辈子，然还想多学点东西，多画点画。如果说区区小我能在多元大潮中归属

一元的话，则它是元元本本之元，力主本体意识，更重本土意识，群体意识，或云：吾

道一以贯之！  

    曩年温岭石塘多才而富灵感的同仁郭修琳，于海边漫步沙滩，偶见一拳顽石如罗

汉，兴来拾置案头，朝夕相对，犹见千里老友孔福之戆态也。丙寅春日趁来杭之便，惠

赐本人，谊深礼重，能不大喜！妙哉得吾形神，见者无不同感，遂即兴对石写生“醉

仙”一帧。可谓：看似酒仙原阿福！大凡富于想象之艺人，每每放意相物，见物见人。

郭兄味象取石，念友之情，心物相印，得千里神驰之妙。  

    现代创作中有反对预设答案而玩形式游戏的，通过任意材料，或连续或堆积或凑

合，或任意泼洒涂抹，或制造虚幻假象，把自己的偶兴附加在一些自认可以为艺术品的

物件上，这种艺术往往强调过程中的发现和材料的应用，无意于结果意义，把答案变成

谜语，让观众去解答猜测并乐在其中。但也有画家反对传统的造型，把希望寄托在不断

寻求和变换新概念，因此也往往昙花一现。且每每冠之以“概念艺术”，而永远处在概

念之中，让观众“认知”而难以“认同”。 

    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的浪潮，且不论经济，而文化则永远应该多

元。即使世界发展成为地球村，通用一种语言，但艺术的表达则永远不可能使用一种语

言。  

    潘天寿先生明确倡导：“中国绘画要拉开距离。”中国绘画之所以代表着东方文化

的高峰，就因为它具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丰富内蕴，讲求气、势、化、韵、境，品其

味、会其意、明其志，含道映物……潘老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强调至大、至刚、

至中、至正之气。他能小画大作，气势磅礴而富有张力！“笔力扛鼎”、“强其骨”则

体现了既传统又现代的自强不息精神。  

    中国画同样可以注入现代精神，拉开距离不等于落后，而是更有特色，所以继承和

发展是大道理！  

     中国画、水墨画、彩墨画，众多称呼先后多次有“正名”之争，在于不同的人不同

的基点和时机所持的不同名目，无须饶舌。纵观前人画史画论，未见有此等名称，只是

近百年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而产生。中国画之名则相对西画而来，不仅是外表视觉，更

重要的是本民族文化的内在因素，百余年来国人已经约定俗成。  

    以水墨为主称水墨画亦无不可，然西方亦有水墨画，如德国版画大师门采尔也画水

墨画，大可不必为了与国际接轨改称水墨画，或靠拢水彩、水粉的边缘而称彩墨。须知

越有民族性则越有世界性。“我的名字叫中国！”  

    有人说山水画应为风景画之属，然现代山水画也包含风景风光之类。中国山水画之

所以盛传千年，富于特色，就因为它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首先其名称的由来离不开老



祖宗对大自然的认知和尊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山水水蕴涵了天地人文。循此理

念，图画山川以“山水”为名当然有口皆碑也。 

    创造艺术的价值在于追求自我意识、民族意识和空间意识，亦即山水画的精神境

界。  

    创造艺术的最终目的是和大众共享其成、同游其间，为之怡情，为之陶冶，这自然

既要有效的艺术感染力，又要有明确的公众意识。  

    审美水平有高有低，能品其味、会其意则属一种高级文化活动，亦是一种作者加读

者的创造性活动。  

    深入浅出——宜读；浅入浅出——通俗；深入深出——尚佳；浅入深出——可恶。  

    一件并不赞赏的作品在审视过程中通过议论或评判也是一种抒发的满足，如获共鸣

则更能乐在其中。  

    “画什么”、“怎么画”因果不能倒置。“行成于思”，而艺术灵感亦成于思，任

意涂抹毕竟主意在先，西方野兽派任意涂抹追求的是色彩鲜明强烈，绝非动物本能的冲

动。  

    乐天吾所求。父母赐我一付欢喜菩萨相，谬受诸好称道。常言：自得其乐、助人为

乐、知足常乐！“知足常乐”似乎成了我的人生信条！因知足而自适，因知足而忘忧，

陶陶然、欣欣然能不寿康乎？  

然“知足”非“裹足”，每临教席而知不足；每临学海而更知不足。知难而学，学而致

知，知而解惑，如是循环往复，乐在“遇险而脱险”之中；乐在积学和增知之中！生活

在“追求”与“知足”这一对矛盾而融洽的良性循环中。先祖仲尼有道：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悦）乎！  

    近年美术活动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局面，同时也出现一股偏离传统精神、现代意识及

生活感受，一味注重形式的变革，矫揉造作，导致对内容的漠视或回避或歪曲。也许是

循环规律，九百多年前苏轼也曾忧虑：“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无独有

偶，西人贡布里希曾借题发挥，在评黑人雕刻时说：“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却正是欧洲

艺术在长期追求过程中似乎失掉的东西——强烈的表现力、清楚的结构和直率单纯的技

术。”  

    我想近来缺少的正是朴实、纯情、率真之趣，艺术要能够渗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

中，社会需要的不是那些无关痛痒的矫饰绘画，或虚幻妄然的作品。 

    “传统”和“创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并无二致，更非对立！  

    “传统”不等于“因循守旧”，决非时下一些人把它作为“保守”、“没落”的代

义词。不要妄自菲薄，耻言传统，讳莫如深！  

    “能传则统，能统则传”，它是数千年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积淀，它有着“温

故知新”、“继往开来”、“望今制奇”、“借古开今”、继承和发展的含义，是“推

陈出新”进行再创造的“基业”。所以对传统的理解要正名！能沿续和发展的民族文化

谓之“传统”。  

    “统”者“统括”、“统体”、“统治”、“合一”、“正统”、“道统”、“本

始”、“大一统”的意思。只有精神和文化的高度统一才能长期流衍传承。它是维繫民

族精神的纽带，是发扬中华文化的金钥匙，是培养热爱祖国的原动力，是对外文化交流



 

的出发点！  

    创作贵在创，“创”重意，“作”非造。  

    技巧：学技在法，得巧在思。  

    构思：构在外，思其中；构在形下，思存形上。  

    意境：意要高，境求远；有感于境，发之成画。  

    心境：首要释然、怡然、坦然。  

    胸襟：要豁达、开阔。以狭窄的胸襟、阴暗的心理作山水画，殊难想象会出现雄阔

壮丽的舒畅气局。  

    传统山水画的高格品味每每体现在它追求高、深、阔、长、远、势、韻等等。不受

时空限制是其特点。“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这是诗人杜甫典型的时空意识。  

    “意气用事”、“得意忘形”、“无中生有”、“唯我独尊”……皆为人所忌，作

画则求之难得！  

    具有强烈的表现风格和民族特色的中国书画，它那以笔、墨、纸为代表的简朴的工

具材料，以及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随笔生发的表现特点；艺术家的灵感、情绪、学

养、技法通过毫端以最直接的方式投射到纸面上，它留下的是最直接的原本的情感符号

和审美讯息，因而也给观众以最直接的感应条件。  

     “人”本来自“自然”，他具有自然的属性，和大自然是“天人合一”的关係。纯

然手绘的国画作品较之复杂的机械操作、科技材料及过分装饰的现象，它那自然而然的

表达方式和质朴无华的特点，更符合当前人们在光怪陆离、繁华至极的世界中对“归真

返朴、回归自然”的要求，而随着时间的推延，将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画道由熟而巧、由巧而拙，能得真趣；不熟而巧是欺世，不巧而拙变做作，盖“弄

巧成拙”之“拙”也。技可教，巧难授，拙更无法，得拙趣者涉及天资性灵和全面素

养，非矫揉造作所能强求，要者自然流露，出诸无意。  

    所谓“技巧”：能真实地表现对象谓之技，能巧妙地描写对象谓之巧。  

    技法之法不是对手段“绳之以法”加以制约，而是有着巧取的含义，至于为技巧而

技巧是没有前途的。技巧本身不能体现作品的价值，只有通过创作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才能体现它自身的意义。  

    形象思维不是对象的简单映画、“镜面反射”，它是动态的形象、形象化的思维；

是心眼并用的思维，带夸张和比兴的思维；是协助思维作形象化的判断；或可说是艺术

禀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  

    艺术创造的价值不仅体现为作者自身的愉悦和寄託，更希望得到别人的共鸣同感、

认同和欣赏，由亲切生美感，这叫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达到“自乐乐人”的

崇高目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交流的广阔和观念的不断更新，艺术语言因之不断拓展着。

“语言”是为了传情和达意的，如果一味“自言自语”而别人不懂，则何以“对话”？

何以使人接受并赏心悦目？所以强调自我意识的同时一定要具备群体意识，站在本民族

的基点则必先要有民族意识。  

    作品中由于作者的经验显示，引起读者的经验衔接和合拍而后欣然接受，抑或通过

   



对比印证，诱发想象。具象也好，抽象也好，必须是缘起于生活，有感而发挥，言之有

物，画之有形，真切感人；如果赏者茫然面对，则不存在审美价值！  

    真正的艺术犹如通达的语言，是心田之思、肺腑之言，讲老实话、心里话，才会畅

所欲言，言必达意，情真意切。  

    说谎者往往虚张声势，闪烁其词；心中不踏实者，每每吞吞吐吐，或含混语塞，或

人云亦云！诚如清代剧作家李渔主张“直说明言”，反对“令人费解”。  

    我们所强调的“真”是原汁原味的真，正心诚意的真，气质俱胜的真，谓之真趣！

真意！真气！真思卓然！  

    文艺创作有两种追求：一是表现人们喜闻乐见的熟悉事物；一是表现人们好奇多怪

的陌生事物。当然，美感是前因，陶冶是后果。其内涵和启示作用决定了作品的品味。  

    我们要强调的是艺术个性、时代激情和社会使命。  

    要继承和发展的传统山水画，在于它追求气、势、化、韻、高、深、长、阔、远、

空、清等等，不受时空限制，能传达多层面的文化信息，给人以充分的想象余地，并具

有在过程中不断生发和升华意境的可能。  

 

    气者：天地万物之生机，气聚则生，散则死，有聚有散生生不息。所谓元气、神

气、气韻、气氛、气息、气局、气机、气格、气度、气势、气质等等以及气象万千、宇

宙万物、风云变态、行云流水等都是气的作用！气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第一要素。  

    韵者：微妙、隽永、内蕴、化境、味外之味、画外之画，难以言状，诚如老子所

云：“道可道，非常道！”犹如味道之鲜者：糖甜、醋酸、盐咸、姜辣、黄莲苦均可感

可说，然味外之味——鲜者则难以言状。鲜味一如韻味也！  

    势者：是力量的表示，动态的感觉。  

    气聚则生发种种效应：运动、收放、走向、倾斜、奔腾、飞扬、张力、气势；左右

回顾、上下呼应、前后相随、高低相倾皆为“势”。它有着赏心、摄魄、振奋、威慑或

舒展的感染力。  

    提笔作画务求凝神静思，心无旁骛，专注投入一如进入“角色”，届时“物吾两

忘”，有“出神入化”的可能。  

    立意在先，行成于思：凡事“三思”不等于犹豫再三。时光不等人，多犹豫不如多

实践。多实践，少败笔；多实践，巧思在其中。  

    画人多有好酒者，酒到七分，兴冲冲，欣欣然，最少得失顾虑，如临春风，思绪浩

荡，下笔似有神助，故每多佳构出现，东坡所谓“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而抱石先生

有印曰：“往往醉后。”韩昌黎诗亦云：“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微醺。”然不爱杯中物

者亦大有高人，每当欣然命笔，“素以为绚”，佳思妙想，匠心独运，且陶陶然自适于

所造之境中，当斯时，往往画到出神如入醉，谓之：酒不醉人人自醉。同属一个“醉”

字。  

    时人但知泼墨为倒墨，殊不知主要在于下笔阔略，落墨如泼是也！ 

    西求变，中重化，洋为中用非西化，要化西。  



    创新是手段，不是目的。新与旧是相对的，审美活动中的关键是美与丑！  

    拥有丰富的学养，对周围事物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留住天真的心态，使艺术才思永

葆活跃的生命力。  

    一切表现艺术都是“人之情，感于物而动”（《淮南子》），而千变万化的大自然

总是无偿地给敏感的艺术家以启示和滋养。  

     作画“体物”居其一，喻志更其二。  

    泉瀑奔流均因满溢而成，为人为业，满而不溢则成。  

    相机可留下现象，而纸笔则可留下现象加意象。  

    前人皴法有乱麻、乱柴、乱点者，要之自然而然，乱而有纹，参差有自，不昧意

脈，不失物象是为上，宾老尤得此中三味。  

    笔头功夫赖于学养，届时神往意会，随笔生发，渐臻文质俱胜。  

    习气不等于面貌，面貌不等于风格，格高最难求。  

    饱笔欲泼不易着力，一要结构贴切，二需健笔带逆，三忌犹豫不决。  

     乾笔易毛易枯，聚则老树顽石，散则毛不附皮；枯而不润，未见笔触，则徒留墨痕

而已。  

    画须得神，而神必託于气乃生，气之大者神亦足，故画不可无气；气依势而立，依

笔墨而显，势之大者气亦大，笔墨之妙者气亦活，故画不可无势，不可无笔墨。  

    现实是创作的依据，但不等于作品的生命，诚如原料不等于成品。  

    文人画者：作品有感而发，重意境；为人道德文章，加理念。  

    美术离不开美，造型离不开形，抽象还从具象来。“写意不写形”是指作品而言，

创作过程中以反对形体结构自诩者，属于装腔作势脚头虚。  

    真善美，首要是真：真实、真意、真诚、真赏，真切才能感人，真思才能卓然。  

    强调艺术个性不排除同仁的即兴合作和志同道合者的协力巨制。  

    与中焘、鹤君、英槐诸兄合作工笔《长江万里》和《长江三峡》图有感：创作灵感

的巧合，创作愿望的一致，创作意图的默契，创作技巧的互补，创作个性的撞击，创作

风格的融合，创作效果的圆满。谓之同气相逑同声相应。  

    我爱行云流水，爱其生气流动，无塞无虑，无碍无际，所谓云行雨施，海阔天空。  

    我爱画水，因为：  

    激情如水：犹如大海或大潮，波涛汹涌喷薄激射。心静如水：平平和和，犹如一泓

清澈的寒泉，深沉恬静。  

    豁达如水：犹如大江大河大湖大海，汪汪洋洋，辽阔无涯。  



    我爱画云，因为： 

    山水得煙云而秀媚，无云则徒具形质，失其灵秀。云煙飘忽，舒捲无定，或衬奇

峰，或锁山腰，或浮水面，掩扬其姿，烘託其势。  

    云者气也。气本无形，气聚而生，生生不息。云以气则生，人以气为寿。云气是山

川精神之外观，空间意识之强化。云气能体现高远气质，是故逸情云上，放情云外。  

    作画贵在气质，而气质并不抽象。首先要具备人类普遍的感情、达观的气度、开阔

的胸襟。  

    展纸运笔，如脱缰奔腾，疾笔急就，然每多流滑无力，失之气骨，未得笔气先沾习

气。反之刻意求精者，举棋不定，优柔寡断，唯恐败笔而失之滞凝，意脈不贯气势不

通。要之，不滞于思，不昧于理，不失于法，兴之所至。  

    任务在向我轮番挑战，而我也毫不怀疑自己迎战的能力，至于重担压身则需量力而

行。  

    练钢琴、学美声，看来单调实则深奥，往往费力而难于奏效，一如中国画的笔墨根

基非朝夕之功，绝非急功近利之徒所易学。  

    欣赏之趣在于接受，更在于发现，山乎！水乎！见仁见智，惟静者先悟之。观者、

作者，均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盖天机之勃露也。  

    电脑时代造型和设计每多“鼠”与“象”的关係，鼠标可以捉弄形象、转化形象、

创造形象，犹如执笔作画得心应手，这是人决定一切：象内靠电脑贮存，象外则凭人脑

积累。期待早日摆脱“鼠辈”操纵形象，或手触、或目注、或声控……  

    一个思维或思辨的形成，必然有上下左右的承袭和借鉴，而并不一定是因袭或重

复，要者从正体看，思之有理，言之有物。  

    “潜意识”或“梦幻”，建构于“经历”，提高在“读书”，才能浮想联翩，发之

成文（广义之“文”）。  

    世界各民族人之初（包括婴儿和原始人），性本真、性本善，亦性本美。从一划开

始均以线条作画图形，这是原始的本真、人类的共性，发展线艺术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在这方面彪炳千秋的是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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