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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宾虹研究过程中，通过对《黄宾

虹文集》《黄宾虹全集》《黄宾虹年谱》等的

反复研读、检索，笔者发现一问题：有人称

“浑厚华滋”为其“绘画艺术观”“绘画美学

思想”。非也！黄宾虹多次论及：浑厚华

滋是宋元画就有的特点。而且，浑厚华滋

主要是画面效果，它更多与技法相联系，

并非形而上的艺术观、美学思想。或称

“内美”为黄宾虹“画学核心”。亦非！首

先，“内美”外延过大。其次，在黄宾虹六

卷本文集中，“内美”出现频率不高，且位

置不显。

其实，“士夫画”才是黄宾虹绘画之核

心理念。“士夫画”在《黄宾虹文集》中出

现频率极高，据不完全统计，文集中出现

“士夫画”“士大夫画”“士人画”“士气”“士

习”“士人气”“士夫”“士人”“士大夫”150

余次——黄宾虹在说“士气”“士习”“士

夫”等时，多数时候也是在说士夫画，这从

其上下文语境就可看出。

文集中，黄宾虹反复论及“士夫画”,

可见，在黄宾虹心目中，士夫画才是画之

高格，才是他的追求。

骨子里，黄宾虹是有一个身份认同

的，即始终以有担当的士人自居。年轻时

参加革命，甚至在其宅内为革命私铸铜

币，因之被通缉。逃亡上海后，转身为艺

术史学者、编辑出版家，看似与其革命情

怀毫无干系，其实，这是在文化上实践其

士夫担当。

绘画上，黄宾虹崇尚士夫画也是有针

对性的：一是针对明清尤其是董其昌之后

陈陈相因造成的娄东、虞山文人画之坏；

二是针对西方近现代艺术思潮的冲击。

由此，笔者也找到了研究黄宾虹的切

入点，并最终形成专著《士夫画——黄宾

虹画学核心》。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做了两件他人尚

未做过的基础性的“笨活儿”：第一，从头至

尾细读6卷本200多万字的《黄宾虹文集》

和88万字的《黄宾虹年谱》（王中秀编著），

将其中提及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关键词

逐条列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然后提炼出

与士夫画相关的观点，归纳成本书的框

架。第二，仔细阅读《黄宾虹全集》中的每

一幅作品，将3000余幅作品中所有署年款

的都一一挑出，并按时间先后排序。这样，

黄宾虹画风的演变脉络便一清二楚了。

《士夫画——黄宾虹画学核心》一书

的其他创新点：

第一，不但首次提出“士夫画”为黄宾

虹画学核心，而且首次归纳出黄宾虹绘画

的艺术理路：品学—书法·线质—笔法·
力·气—墨法·韵—士夫画，简言之：人—

书法—笔墨—气韵—士夫画。

第二，提出对其绘画分期的新观点：

第一时期，1928年之前；第二时期，1928年

至1946年；第三时期，1946年到1955年。

第三，论述指出，黄宾虹“浑厚华滋”

画风的形成并非是由于西方印象派绘画

的影响，而是来自师古人和师造化。

第四，阐发黄宾虹绘画之缺憾及其内

在原因。笔者研究指出，黄宾虹有一个理

想——“繁简之变”，即由繁入简。简笔“逸

品画”是他的梦想。晚年，他也尝试过，可是

并不成功。原因在于：画简笔，还是用原先

的繁笔画法，还是用他习惯的篆籀笔法，线

条极有力度，但一味刚硬，乏虚和，如此，笔

墨蕴涵便单一，所以不成。黄宾虹意识到

此问题，想通过练习草书求线质之虚和，并

运用到画上，可是未成。倒是其篆书含刚

健于婀娜，刚柔兼备，如同天籁。书法史未

给黄宾虹篆书应有的评价。

第五，论述指出：黄宾虹士夫画艺术

理念和创作实践，对于当代画坛是一面镜

子。他给我们的启迪在于：士夫画的永恒

价值；笔墨的无限魅力；人的最终决定性。

《士夫画——黄宾虹画学核心》

王子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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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夫画”或为黄宾虹画学核心
■王子庸(文艺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传统手工艺，作为人类满足自己生存

和生活需要的有目的视觉造物活动，在能

够便利生活需要的同时，美化和丰富生

活。作为前工业时期的手工作业方式，历

史以来，传统手工艺对不同材料和多种媒

材，实施不同的手段，使之改变形态和结

构的再创新过程及结果，为社会生活带来

巨大作用，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

求。浙江师范大学博导、钟朝芳教授（及

陈敏南先生）的新著《中日手工艺文化保

护及传承经验比较研究》，本着“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的理念，立足于中日两国传

统手工艺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运用比较研

究法、田野研究法、个案研究法，聚焦中日

两国手工艺文化保护的历史和现状，从纵

向到横向，宏观到微观，对彼此在保护理

念、政策措施、专业性发展和普及性教育

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异同，实施全方位梳

理、归纳及工艺文化理论的综合研究，同

时，对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教育传承实践案

例展开比较研究。著作以四个篇章，20个

专题鸿篇巨制，从比较研究视角，对中日

传统手工艺文化思想和传承保护具体经

验、问题展开全方位阐释、论证和综合分

析。即辨析两国传统手工艺文化的异同，

又寻绎出传统手工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

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可以说，这是一部

新时期我国实施传统手工艺振兴计划，关

注他国有益经验，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有

利于我们立足国情总结传统手工艺的“中

国经验”，从保护和传承两个维度，全面弘

扬、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

的重要学术著作。

著作“历史及思想篇”，第一章“中日

手工艺文化保护历史比较”，对中日手工艺

文化保护历史的回顾梳理，总结历史经验，

把握历史规律，明确未来发展之路。中国

传统手工艺，作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享

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

存和精神文化遗存，是历史以来中国人面

对自然界生存、繁衍、生活需要，通过观察

丰富、有趣的自然现象，在自主思维发想和

创想中，学会利用天然工具对自然物进行

加工、改造，以致达成寻求自己适当的生活

方式和一定的生产方式，并逐步积累处理、

运用材料的经验，制作工具的方法，形成自

己原初的手工艺文化。是历代先民生命群

体为了更好地生存、更便利的生活，所进行

的视觉造物创造性表达。在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中

国是拥有量最多的国家，印证和代表了中

国深厚的传统手工艺文化根基。

作为联合国科教卫组织“非遗”名录

第二位的日本，同中国一样，具有悠久的

传统手工艺文化。第二章“中日手工艺文

化保护思想比较”，第三章“柳宗悦民艺思

想及其对中国手工艺文化保护的启示”，

着重梳理柳宗悦先生的民艺思想，以及在

工艺文化领域前瞻性研究和论述。“离开

了工艺就没有我们的生活。可以说，只有

工艺之存在我们才能生活。”“工艺文化有

可能是被丢掉的正统文化”，柳宗悦先生

的精辟论点，是我国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

承可参照借鉴的理论依据。第四章“中日

对工艺‘传统’认知与理解比较”，以及第

五章“中国‘工匠精神’与日本‘职人魂’意

蕴比较”等，确立“工匠精神”是传承中华

手工艺文化谱系中的核心概念，融汇了民

族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与精神品质。“职人

魂”是日本手工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二者比较研究，以期为新时代夯实

“工匠精神”的价值共识提供基本思路。

著作“法制及措施篇”，从两国传统手

工艺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措施的视角，展

开详尽分析和论述。分别以“中日手工艺

文化保护相关国家法律制度比较”，“中日

手工艺文化保护相关地方法规比较”，“中

日手工艺文化保护相关传承人制度比

较”，“日本《文保法》中单项工艺法律制度

建设过程与经验启示——以染织工艺为

例”，“中日陶瓷文化保护及振兴工作比较

——以景德镇陶瓷和有田烧为例”等五个

章节展开，这是以往传统手工艺研究领域

所较少涉及的内容。

传统手工艺及民间美术之所以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重要在于除了日

常生活的实用和审美双重功能，在造型上

成为独特的可视性文化，在精神和物质双

重作用，又是任何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

的。为此，拥有日本山口大学高级访问学

者，在日本博士学习、博士后研究等几年

学术工作经历的钟朝芳教授，在深入了解

日本美术教育理念，特别是手工艺文化保

护与传承经验后认识到，要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神，做好新时代美育和“非遗”

传承保护工作，需要深入研究日本等国的

手工艺文化保护及传承经验，通过比较研

究，助力中国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她带

领课题组成员多次赴日本，对东京、京都、

佐贺、金泽、山口等地的传产协会、传承

人、学校、博物馆、美术馆等展开田野调查，

获得日本手工艺文化保护及传承研究领域

丰富的第一手研究素材。在对中日传统手

工艺文化深入对比和反思中，深化对我国

手工艺保护及传承领域的思考与研究，充

分并准确认识我国现阶段手工艺文化保护

及传承上的不足，剖析问题的本质特征。

钟朝芳教授这些学术优势共同构成了著作

厚实的文献基础、田野考察素材和研究方

法论。总之，《中日手工艺文化保护及传承

经验比较研究》，其价值不仅在于对中日手

工艺文化保护及传承经验的历史沿革、发

展规律、生活基础、形式特点、题材内容、作

者评价、作品分析、发展趋势给予深入分

析、探讨、理论建构，而且在基础教育领域

的手工艺文化传承、课堂实践、学生感悟等

方面的田野考察、实践案例等，有较为详尽

的把握分析和研究总结。更重要的是，著

作的出版可以为新时代中国传统手工艺文

化保护及传承把脉诊断，并提供理论指导

和经验借鉴，进而可以为修正传统手工艺

文化保护政策与传承实践构建新的思想体

系，形成新的实践准则。

造物的生命表达
——读《中日手工艺文化保护及传承经验比较研究》

■李力加（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中日手工艺文化保护及

传承经验比较研究》

钟朝芳 陈敏南/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