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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周韶华全集8：百家论评》是写生与摄影的集成，是把摄影和写生这两种手段交替地使用。
我认为，构成作品的三大元素是生活积累、文化内涵和形式语言。
任何以艺术为专业的人，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去解决和充实作品的这三大元素。
这三大元素是构成艺术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
每一种元素的取得都离不开走进生活现场。
　　中国之大，尤其是西部之大，是跑不到尽头的。
想要多看一些，几乎每天要跑几百公里。
来得及就写生，来不及就按快门，必须留下记忆。
否则以后靠什么作画？
诚然，照相机不能替代写生的感受。
写生既能画出感受，又能画出“迁想妙得”，从自然中找到绘画语言的第一手资源，所以不可放弃手
中的画笔。
但照相机可以帮助我收集一时还画不出来的更为丰富多样的素材，是一种更为便捷的科技手段，况且
，它本身也是我的艺术的一部分。
　　到生活现场摄影与写生证明了一个重要真理，就是：艺术道路就在脚下，艺术道路是靠一步一步
地走出来的。
艺术气质、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是在“走”中感受到、体验到和干出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是前人恩赐的。
如果不到生活现场去探险，照走别人的老路，很难到达理想的天国。
在这时才真正悟到了老子讲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经典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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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81年秋，启程作《大河寻源》的革新派画家周韶华自楚入秦，登华岳之巅，理豪
壮之气。
朝毕华山下来，被一位老者迎着，用眼睛端详他，惊道“这个人有大将气派！
” 确实，“大将气派”是周韶华外显于相、内蕴于性的天赐气质。
其气宇撼人，极豪壮的。
 这气宇也是自幼迎战人生畏途的命运体验中炼就的。
他生在山东大海边的贫苦渔家，3岁成孤儿，11岁闯关东做童工，12岁参加八路军，17岁入党，若不是
战争结束，时势再锻造～员军中大将也未可知，单凭他的睿智、气度、战略性宏观能力和所向披靡的
实践勇气等人格素质即可确认无疑。
可是上苍不让他行武，偏令其施将才于绘事。
随军南下，解放武汉，他刚20岁，凭着年轻老八路的革命资历和初小文化“资本”，被党派到湖北省
文联与一群才艺卓越的文学艺术家朝夕相处了。
他本可以心安理得地“外行领导内行”的，可他仅仅倚仗了自己年轻，硬是成背篓地从图书馆借古今
中外图书，通宵达旦苦读，又发愤学画，三五十年持之以恒，硬是中小外行变成了大内行，造就成当
代中国画坛少见的既有革命经历，又有现代开放精神的学者型水墨画大家和湖北省艺术界众望所归的
领袖。
 1980年是周韶华艺术道路的分界线，此前30年是他的预备期，其后则进入创造阶段。
他的创造期是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并行的。
当现代艺术思潮台风般凶猛而来，颠簸摇动了几乎一切传统艺术价值领域原本稳固的楼宇，使许许多
多艺术家不知所措时，周韶华却迎来了御风骋怀、施展才略的最佳时期，开始以大将风范口七咤于惊
涛骇浪中。
面对中国水墨画中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一世纪性命题，他视做上苍授予之大命，力图建构一种
既契合于时代又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型水墨，从而融入世界主流文化的理想目标。
他以莫可遮拦的豪情与文化战略胆识，从理论、组织和创作实践等方面全线向前推进。
 20年过去了，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他的革新业绩。
 一、理论 他提出了一系列新艺术理念，如：“抱一论”主张用“一以治万，万物归一”的总体论思
想，对主体和客体、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作整体性把握。
 “全方位观照论”主张开拓艺术视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罗宇宙，气包洪荒，立足现在，面
向未来；天、地、人融贯一体，过去、现在、未来连成一片，把对整体的宏观把握渗透到形象底蕴的
精微表现上，把纵向、横向和多层次的观察与想像联结起来，表现生命与灵气，呈现物我精神之光”
。
 “隔代遗传论”主张跳过陈陈相因的元明清传统，上溯宋、唐、魏晋、汉、秦、楚、春秋、周、殷至
仰韶源头，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在上升期本有的阳刚之美。
 “横向移植论”主张东西方接轨，大幅度拓宽文化参照系，包括姊妹艺术、民间艺术以至现代科学技
术。
 “三面体结构论”即“主体、客体、本体这三面体复合的审美文化构成”。
认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全息的就是创作主体、客体、本体三合一的文化信息量”。
 此外，他还提出了“新东方文化形态”、“新的综合与新的分化”等新概念。
这些概念以及他所撰写的上百万字的论文从各个侧面阐述了他的艺术理想，以及围绕这个理想而建立
的理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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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韶华全集8:百家论评》内容为六部分：（一）总序；（二）专论；（三）作者自白；（四）论评
；（五）附录，包括周韶华艺术年表、周韶华艺术展览部分现场；（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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