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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学之道，就是人的一生中从事学习、

研究、创造过程中所遵循的理念。其中既有

前人留下的宝贵经验体会，也有赖于个人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使自己能持续地进步提

高。在此我谈四点体会。

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①古今关系。古今关系，或者说传统和

现代的关系。我们的今天是从前天、昨天过

来的。前人创造的成果，是我们今天继续发

展提高的基础。尊重前贤，认真学习研究他

们的优秀遗产，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同时，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超越他们，创造出新的

天地，是我们应有的志向。要肯定一切应该

肯定的理论、观念、技法，否定一切不可取的

理论、观念、技法。要形成分析、研究、评鉴

的良好习惯。“借古开今”，“推陈出新”是我

们处理古今关系的准则。历代大家都是推

陈出新的杰出人物。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

充分地继承传统的精髓，去粗取精，化旧为

新，决不能满足于表面形式、形象的模仿。

中国画发展到宋元，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艺术

成就，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现在，

时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艺术必须紧跟时

代，反映时代。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

处在三百年后的我们应当有以新的形式语

言来表现新时代的志向和作为。“常”是在发

展过程中相对稳定的审美要求，和与这相应

的形式。而“变”则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进

行探索并不断完善的任务。时代感是作品

的生命，是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志。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和光荣的使命。

②中外关系。中外关系，主要是中西关

系，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自汉代开拓丝

绸之路以来，已经持续了二千多年时间。明

代中期至清乾隆时期，中西交流尤为频繁。

近百年来交流更加广泛密切。中西文化是

两座各具特色的高峰。2013年，我在维也纳

的一次国际绘画学术研讨会上，曾以一首七

律诗作为发言题纲，谈我对中西文化交流的

意义的见解。诗的开头两句是：“中西遥峙

两高峰，各具风姿傲碧穹”。在对中西文化，

中西绘画的评价时，扬西抑中，扬中抑西都

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潘天寿先生主张中西

绘画要拉开距离，就保持各自的特色而言，

是对的，但绝不能拒绝交流吸收，故步自封，

“老死不相往来”。要充分认识、尊重各自的

优长和特色。要善于分析、研究吸收、融合，

立足于中，融西于中，为丰富和发展既具有

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的作品而

努力。

③主客关系，即我们和社会、自然的关

系，我们具备的主观条件和所处的客观环境

和条件的关系。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我

有一条座右铭：“在局限范围内打天下”，每

个人的条件都是有局限的，就看你能否把自

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从而突破局限创造出

奇迹。人的一生是如此，创作一幅作品是如

此，甚至小到一方印章的刻制也是如此。

主客关系就创作而言就是如何处理好

和“造化”和生活的关系。一千多年前，唐代

的张璪就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著名论

点，成为中国画创作所遵循的重要理念，深

刻地影响着中国画的技法和造型。造化是

本源，一切有成就的艺术家无不植根于生

活。到生活中去，观察、感悟、写生、积累创

作素材，然后加以提炼、概括、创作是一条实

践证明的成功之路。脱离生活，创作必然陷

入枯竭状态，作品必然概念化程式化，不可

能产生感人的力量，不可能出现有浓郁生活

气息，时代风貌和个人风格特色的优秀

作品。

二、经典理论，经典作品，大千世界是最

好的老师。学习需要有老师。俗话说：“师

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学习的开始阶

段，有一位好的老师，十分重要，要“吃好第

一口奶”就是这个意思，上名牌学校，受教于

优秀的老师，当然很好。但就人的一生而

言，青少年时期的学校教育只是一段时间，

更长的时间则有赖于在工作和生活中继续

高效率的自学。而自学的成功与否，则取决

于治学之道是否科学，是否做到了方向明、

路子正、方法对、能坚持。这就需要一位终

身起作用的“老师”。这位“老师”是谁？我

认为就是“经典理论、经典作品、大千世

界”。任何一位老师的教学，都不可能取代

以上三个方面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它所具有

的高度、宽度和深度。只有坚持不懈地从这

三个方面学习、研究、实践，取法乎上，用经

典理论阐明的理法，用经典作品体现的艺术

修养和展示的技法来指导艺术实践，不断深

入生活，不断提高鉴赏水平和表现技法，才

能使作品的艺术水平不断提高。

三、明史、明理、明他、明己、知病。“四

明”、“一知”是我在治学过程中对自己提出

的要求。从事任何一项事业、行业，都要了

解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绘画亦然。正

确的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规律是在历史的过

程中产生的。清楚透彻地了解历史，才能科

学地认识今天，合理地寄希望于明天。“理”

就是理念和规律。就绘画而言，包含自然之

理和艺术之理。解剖（结构）学、透视学、色

彩学是自然之理；如何组织画面、运用透视

和色彩规律去创造艺术形象是艺术之理，掌

握了“理”，才能减少盲目性，自由地驾驭艺

术技巧。明他，就是要了解当今绘画界的创

作状况，创作水平，发展趋势。明己，就是清

楚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之处。知病，就是要明

白绘画作品的大忌，避免出现影响作品质量

的弊病，即使出现，也能通过调整加以改变，

总之，做到“四明”、“一知”，就能避免停滞或

倒退，能够持续进步提高。

四、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治学的正确态

度，就是坚持实事求是。通过认真分析研究

取得科学的正确的结论。在学习、研究、创

作的漫长过程中，始终保持谦虚而又自信，

自信而又谦虚。骄傲自满必然导致停滞和

倒退。虚怀若谷，是进步的前提。知不足，

才会力求渐进。要做到不论在什么阶段，特

别是已经是职位高、名气大的阶段，仍然能

知不足，就要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老师”，随

时耳提面命，保持有自知之明的清醒头脑。

勤学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天道酬

勤”。但是，勤学还必须和善学结合，否则，

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原地踏步。如果只是量

的叠加，而无质的提升，虽然技术是更加熟

练了，但很可能产生不良习气，甚至由“熟”

而“俗”。前人有熟而后生之说。这个“生”

是具有质变性质的有新面貌的“生”，是艺术

上进入更高层次的“生”。

总之，治学之道，是贯穿于一生的学习

研究之道，探索攀登之道，发展提高之道。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是无穷无尽的既艰辛

又充满成就感的征途。2003年，我在登江郎

山途中写了一首五古，其中最后四句是“绝

顶凭栏望，天高去路长。不愁双鬓白，潇洒

度秋光”。要达到“石破天惊”的境地，必须

锲而不舍、付出艰辛的具有科学智慧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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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积色法及治学之道
■杜高杰

（一）

我的积色法是在中国画水墨技法的基

础上吸取了传统的没骨法、青绿设色法、浅绛

设色法以及西方印象派色彩技法、俄罗斯巡

回展览派色彩技法融合而成，是借古开今，融

西于中的理念用于创作实践产生的新成果。

积色法源流之歌

汉唐绘画重丹青，文章黼黻五色呈。

僧繇绘花现凹凸，恺之画水施空青。

萧绎论色分冷暖，炎绯寒碧及凉星。

直以彩色图绢素，唐代名家是杨昇。

徐氏父子善渲染，沈括遂以没骨名。

宋元继者人鲜知，明有董孙清有恽。

近代花卉兴没骨，成就最高数任颐。

大千海粟俱泼色，李斛其香技亦深。

金碧山水另一脉，二李希孟及仇英。

中唐王维倡水墨，元季四家熟且精。

泼墨破墨与积墨，墨法齐备臻大成。

黑墨团中天地宽，宾老墨法达上乘。

我以积墨为技基，弘扬精髓力开今。

再融西法于中法，以色代墨异前人。

薄染厚涂各有用，多色叠加任几层。

冷暖面积定色调，灰纯把握在寸分。

形色俱可随机变，表现自由技艺升。

唯愿更多同道者，助力石破引天惊。

唐代及唐以前的中国画以“丹青”名，人

物画色彩绚丽，山水画则多以青绿为主调。

南朝张僧繇创立之没骨法，因以渲染为主，

不重用笔，缺乏骨气，故渐为画界淡化。自

明董其昌始，虽以色代墨作画，称其为没骨

法，但讲究用笔，注重骨气，与水墨用笔已无

二致。这说明中国画不论形式技法如何变

化，用墨也好，用色也好，都不能离开“骨气”

的要求。

我的积色法，采用透明、半透明、不透明

的颜色，根据画面形象的需要，以点染、渲

染、罩染、并置的方法覆盖。既可以从浅到

深，又可以从深到浅；既可以从冷色到暖色，

又可以从暖色到冷色；既可以从鲜明的色到

灰暗的色，又可以从灰暗的色到鲜明的色。

因可以用不透明色覆盖，故能改变调整不理

想的形态，乃至增加新的形象，故大大地增

强了中国画技法的丰富性、自由度和表

现力。

黑色是众多色彩中的一种，故积色可包

含积墨，而积墨却不包含积色。色彩是引人

动情的重要因素，昔人曾有“青间紫，不如

死，粉笼黄，胜增光”之说。积色法要求每一

幅画作品有鲜明的色调，“远看颜色近看

花”，不同作品的个性和大效果因色调的运

用而突出呈现。

我的积色法由于吸取了我国传统的设

色方法及外来的色彩技法，加以融合，所以

它的画面效果自然不同于长期处于主流状

态的中国绘画中的水墨画。然而它在构

图、造型、用笔、画面处理以及题跋等方面

仍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绘画的特色，继承了

中国画的精髓，特别是在点线造型中，强调

贯彻用笔的审美要求，因而远不同于西方

绘画，是中国画在时代发展中产生的一种

新形态。

学习和掌握我的积色法，要求学习者既

要具备中国传统绘画的功力，又要在一定程

度上学习和掌握西方绘画色彩技法，然后融

会贯通，在写生和创作中逐步提高。积色法

创作之路是一条宽广之路，它必将出现一个

多姿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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