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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新读

张仃

守住中国画的底线

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关系，恩

恩怨怨，已经一个世纪了。

一个世纪，对于文化交流来

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好奇、

新鲜、偏见、拒斥等等文化交流

中普遍存在的主观心态，一百年

的时间足够澄淀下来。今天，我

想所有深思笃学的画家和理论家，

都可以平心静气来谈一谈，中国

画到底有没有不可替代的特点，

应不应该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点。

世界上任何一个物种都是环

境的产物，它长成这个模样或者

那个模样，它有这种习性或有那

种习性，都是适应环境而进化出

来的。文化也是一样，文化是人

类对环境形成的反应系统。绘画

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人类对

环境所形成的反应形式。我们知

道，地球在星系中有自己的独特

性，所以人类的文化从星系的角

度看有自己的一致性，这就是我

们所说的人类的共性。因此，绘画，

只要是人类画出来的，都会有人

类自己的共性。但地球是圆的，

它有南半球还有北半球，还有温

带、热带、寒带等。为适应环境，

具有共同祖先的人类甚至在体型、

肤色、毛发上都明显地发生了变

异。而不同的自然环境，甚至决

定了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组织的不

同形态，决定了不同地域人类生

产、生产工具的不同样式，决定

了不同地域人类宗教信仰、艺术

表现的不同。这些不同没有什么

对和不对，在生存的意义和生存

的智慧上甚至也没有什么高下智

愚之分。因为它们是环境同人互

动的产物，是环境同人互相选择

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画同西洋画相比，同是

观物取象，但是从原始人的洞穴

绘画和岩画开始，它们的区别就

很明显了。我们至今不太明白或

者不能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在

文化的源头就造就了这样的分野。

但我们看到，等到文字被创造出

来以后，等到书写工具、绘画工

具各自定型之后，这种分野可以

说是南辕北辙、无可挽回地扩大

了。在中国，书写文字的工具同

绘画的工具一直一体不分，而在

西方是分离的。一体不分的状况

造成了“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

现象，而这一共生现象在西方不

存在。文化共生现象造成了审美

认识上、审美评价上、审美实践

上的“解释前理解”——一切中

国绘画的审美认识、审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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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务。他是国徽的创意者，同

时设计了全国政协会徽以及第一

批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等。

审美实践都要从这个“书画同源”

的文化共生现象出发，而这一共

生的基础是一种工具文化。中国

古人直接用“笔”这一工具名词

来定义这一工具文化，它实际上

包括笔性、笔力、笔姿、笔韵、

笔格这样一个分析和评价体系。

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这样一个笔的

工具文化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

在世界美学文库中独立自足。它

是认识中国画的最根本的立脚点，

是中国画最终的识别系统。过去

有人提出“革毛笔的命”，现在

有人提出“笔墨等于零”。老实

说，我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也

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

任何一个画家都有自由怎么画画。

不想再用中国毛笔，甚至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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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都是画家的自由选择，无

可厚非。不用毛笔弄出来的画当

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也会产生一

些奇异的效果，但它肯定不是中

国画，因为无从识别。事实上古

今中外有那么多的画家不用毛笔

画画，也根本不知何谓中国人的

“笔性”，但并无人去异议他们。

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画法强加给

中国画，井水不犯河水，所以相

安无事。但如果要把这种个人自

由强加给中国画，从根本上颠覆

中国画的工具文化，就必然引起

反抗。我看过刘国松先生的作品，

他在绘画意境上有新的开拓。他

通过特制的纸，用撕去纸筋的办

法造出一种类似冰纹的肌理效果，

看上去比用笔画出来的皴线更自

然随意，更有偶尔成文的效果。

刘先生有一个支持自己实践的观

点，即认为中国画(主要是山水画)

的笔墨最终落实为各种皴法。在

他看来，皴法只是古人表现山石

树木自然肌理的符号——这是皴

法的全部意义。自然，只要能达

到表现肌理的目的，为何一定要

局限于用毛笔呢？撕纸筋、水法、

油法拓印，甚至直接把宣纸放到

石头上、树皮上拓印，不也可以

获得所需的肌理吗？这个逻辑在

刘先生完全是自圆其说的。但刘

先生的前提是把笔墨完全等于皴

法的内涵规定为表现肌理，然后

以此为前提展开他的逻辑。问题

是，中国画笔墨的概念范畴大于

皴法，皴法的概念范畴大于肌理。

刘先生在设定前提时已把中国画

笔墨概念中最精华的内涵抽取掉

了，一支仅仅用来画肌理的笔当

然毫无工具文化可言，革不革它

的命其实已无关紧要，因为它的

命已在认识上被刘先生革掉了。

明乎此，我们知道，刘先生命题

中要革的那支笔的命，原来本无

命，而我们中国画家千百年来赖

以安身立命的那支笔的命，刘先

生碰都没有碰到。因此我觉得刘

先生大喊“革毛笔的命”有点像

堂·吉诃德战风车，他战的是风车，

而并非魔鬼。刘先生本来完全可

以不同中国画的命纠缠在一起的，

他可以更自然、更开放、更革命，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画什么就

画什么。那样的话，他的艺术天

地一定比现在广阔。

我的老朋友吴冠中先生近年

来提出一个很响的口号——“笔

墨等于零”。说实话，我被吓了

一跳。这个口号流传很广，各种

解释都有，但怎么解释也不如字

面意义那么明白彻底。作为一个

以中国画安身立命的从业人员，

我想有责任明确表示我的立场：

我不能接受吴先生的这一说法。

我跟吴先生同事数十年，我一直

很欣赏吴先生的油画，我认为他

的油画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笔墨”。

他从中国画借鉴了很多东西用到

他的油画风景写生中，比如他的

书法作品《泰山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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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调子同水墨就有关系，笔笔“写”出，而不是涂和描出。

虽然油画的“笔墨”同中国画的笔墨不同，但吴先生的

油画风景写生因有这种“写”的意趣，就有那么一股精

神。我想吴先生是不会否认对中国画的这番揣摩学习的，

正是这种学习才使他后来勇于进入中国画骋其才气，我

对他的革新精神曾为文表示赞赏。吴先生把他在油画风

景写生中融会中国笔墨的心得直接用到水墨画时，对线

条的意识更自觉了，线条在他的画上到处飞舞，的确给

人以新鲜的刺激。比传统中国画家或者新的学院派中国

画家都要画得自由随意，形式感更强、抽象韵味更浓。

人们对于他的水墨画作品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建设性地

希望他在笔墨上尤其是用笔上更讲究一点、更耐看一点。

这种要求不要说对于一个从油画转入中国画的画家，就

是对一个专业中国画家，都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它说明

了工具文化的制约性。吴先生的画既然以线条为主要手

段，人们就有理由除了要求线条有造型功能以及吴先生

特别强调的形式感以外，本身耐看。作为一种语言离开

它依附的形体和题材而独立地面对观众挑剔的目光，这

种目光有上千年文化的熏陶，品味是很高雅的，它是每

一个中国画家的“畏友”。当然，吴先生就那样抒写他

的性情，也是一格，他可以有很多理由来说明自己为什

么要这样画，或者只能这样画。承认局限并不是一件令

人难堪的事。我画焦墨就一直感到局限性很大，比如线

条、比如墨的层次，都有许多困扰我的问题。有些是认

识能力上的局限，想不到；有些想到了但功力上还达不

到。我知道，中国画的识别与评价体系是每个画中国画

的人无可回避的文化处境，只要是中国画，人们就会把

其作品的笔墨纳入这个体系说三道四。人们看一幅中国

画，绝对不会止于把线条（包括点、皴）仅仅看作造型

手段，他们会完全独立地去品味线条（包括点、皴）的“笔

性”，也就是黄宾虹所说的“内美”。他们从这里得到

的审美享受可能比从题材、形象甚至意境中得到的更过

瘾。这就是中国画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理由，也是笔墨

即使离开物象和构成也不等于零的原因。

年画 《保卫果实学习文化》 

54.5 cm×40 cm  1947 年

中国画 《苏州庭园》 45 cm×3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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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个画家要证明“笔

墨等于零”的办法可能只有一个，

那就是完全不碰笔墨，这样，笔

墨于他就等于零。只要一碰，哪

怕是轻轻地一碰，笔墨于他就或

者是正数，或者是负数，反正不

会等于零。一万个人有一万种笔

性，难以强求一律，也不应该强

求一律。

但是，作为中国书画艺术要

素甚至是本体的笔墨，肯定有一

些经由民族文化心理反复比较、

鉴别、筛选并由若干代品格高尚、

修养丰厚、悟性极好、天分极高

而又练习勤奋的大师反复实践、

锤炼，最后沉淀下来的特性。这

些特性成为人们对笔墨的艺术要

求。画家可以有充分的自由不拿

毛笔作画，也可以有充分的自由

不碰中国画，但他如果拿了毛笔

作画，而且是在画中国画，那他

就要受到文化的制约。没有一个

画家能摆脱文化的制约。

在中西绘画一百年的交融中，

我们看得出中国画对西洋画的影

响是微乎其微、不足挂齿的，而

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影响可以说是

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什么

主题也好、题材也好、意境也好、

视点也好、构成也好、色彩也好，

中国画敞开怀抱采取了开放吸收

的态度，使中国画面貌翻新。但

是，一幅新的中国画和一幅好的

中国画，在我们心底里是有一秆

秤的。一幅好的

中国画要素很多，

基本的一条就是

笔墨。由于笔墨

这最后一道底线

的存在，使我们

在西学东渐的狂

潮中仍然对中国

画没有失去识别

能力和评价标准，

我们仍然能够在

一堆用宣纸画出

的作品里挑选出

好的中国画，仍

然能够在一百年

的风云人物中认准谁是大师，而

谁只是昙花一现。我们积极评价

这一百年中西绘画的交融和冲突，

因为它把中国画的底线逼出来了，

它使我们非常清楚不该在哪些方

面无谓地争执，应该在哪些方面

固守阵地。笔精墨妙，这是中国

文化慧根之所系，如果中国画不

想消亡，这条底线就必须守住，

守住这条底线，一切都好说。事

实上这条底线之上的天地宽得足

以让孙悟空翻好几个跟斗。但在

这条底线上作业，需要悟性，更

需要耐性，急不得，躁不得，更

恼不得；最后就是看境界、看格、

看品，没办法。

一百年的交融，虽然中国画

处于守势，但最终使人们认识到

一个道理：所有艺术门类都有局

限性。局限性不是坏事，局限性

就是个性。笔墨就是中国画的局

限性，就是中国画的个性。现在，

是到了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评价

笔墨局限性的时候了。毕竟，那

种出于西画压力而想把中国画变

成万能绘画的愿望，已被历史证

明是天真的。中国画不是油画，

不是水彩，不是水粉，不是素描，

不是版画。如果立定笔墨，中国

画倒是有足够的涵量来吸收消化

这些画种的因素；如果放弃笔墨，

让中国画像这像那而就是不像自

己，则一个千年智慧与灵气结萃

而成的文化品种就可能消失在历

史的尘影中。除非不怀好意，没

有一个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

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本文写于 1999 年）

1956 年在法国南部坎城加里富尼别墅拜会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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