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折衷”到“现代”：抗战寓澳时期高剑父绘画思想的嬗变

2017/5江苏社会科学£ £

ү ᾣ ϡ Ёּד ɞϡ ѧ ΄ ε

Χ Є דּ ‟ַ Ёϡ ΄р ḙ ɝ

Є Ѡ ў ӗ δ ϡ Ϛщⱬ ╥ δכּ ầ ҕ Ӂ

◑ү ΄ ΄ ɞ ЄẪ דּ ֑ Љ

ϡ ϚּךᾆЁ ỴὉ   ͽ ϡ е ẪС Ѡ ᾆי ёѧ

Χ е А ϜѠ Ϭ Χ ᾌ ֳ δ Же ɞ

ϡ Ẫ Ӂ ╦ █ ε

ӈ ╦ Ϛ δЁ   דּ… ε Ό ẸΧ ᾆ δẵ ӗ

δ е ᾧ ɞ

łӗ     Т Ń[1]ɞӗδ ўϡ ͼ

从“折衷”到“现代”：

抗战寓澳时期高剑父绘画思想的嬗变

陶小军 杨心珉

内容提要 在旅居澳门期间，高剑父绘画改革思想开始出现重大转折，由早年受革命生活浸润而产生

的偏重西画、不甚明确的折衷思想，转变为主张创造立足传统、融合东西的现代国画的新理念。而这一转变

的标志是他在这一时期对居巢、居廉的艺术技法作了体系化的整理和研究，以强调中国画的独立品格和价

值。高剑父对其师的艺术总结坚持重法务实的作风，不仅为后人学习效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还是中国书

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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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遥接衣钵，学我国画，唐时派遣学生来中土学画者不乏其人。其实日本画即中国

画……真唐宋古法，我国虽未失传，但不易见，即不失之失……日本今尚能利用之，如大着

色、渲染等（色甚厚，每加上一二次，渲染亦四五次）……我们的渲染新法，以为日本法者，不

知此正宋院的正宗法也。二米、北苑、房山，动辄渲染数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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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明治末叶的时代（距今约四十年）始有撞粉、撞水之法，如菱田春草、木村武山、荒

木十亩等则多施之于花卉树石；尾竹、竹坡等则施之于山水，更广其法于人物、山水，都用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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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撞色之法而积成之，号称创作，此实受吾师画法的影响而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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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像生者，俾下思之人，见之一目了然，不至有类似影响之弊。然像生一派，其法要不过见

物抄形，先得其物之轮廓，次定其物之光阴，随加以形影，则所绘之画，无不毫发肖毕矣。兹

本报特设一研究画学科，每册先绘其初级画稿数篇，俾同志得所揣摩以刻划情趣，大发国人

之感情，而补学校画图教材之不及，此则鄙人职任所不敢不尽者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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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所为，无一不恃极端主义、故作惊人之笔。即影画之道，汹则汹绝，险则险绝，艳则

艳绝，悲则悲绝，霸则霸绝。有时而极其华贵；有时而极其荒寒。或配以最强烈、使人望而生

畏之色；或渲以极苍凉惨淡，使人淡然忘世。要之，其精神处，全注于极端之一点，使人惊心

动魄，永永牢记，印脑中。作画不可不仿斯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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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作荒寒，与中国人之荒寒不同。邦人之荒寒也，则野水孤舟，寒山行旅，轻模淡写，有

意无意之间，无非竹篱茆舍、□浅鹤汀，即云林推为荒寒领袖，亦不过尔尔。惟荒寒辄失之薄

弱。西人则反是，以最雄霸之景，严重之笔，深厚之色而入荒寒之意，如荒城落日，古道残阳，

或天黑风高而狂涛怒号，暗黑中微露一线寒光，波光与之相接，如斯景色，最足骇人视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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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论画，画则反曰趋新，二百年则视同古物，群起而改造之……今日所谓新，曾几何

时，则视同古画，倏忽变幻，人莫测之，画之变，岂有尺乎？西洋画家心理，趋新为贵，一往无

前；我国画家心理，以退为进，复古为能。新旧二途，各走极端。西洋今日新中之新，未必能

适于我国也；然则我国古中之古，又岂能为用于今日者哉？吾择两途之极端，合炉而治，折而

衷之，以我国之古笔，写西洋之新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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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现代画（以后称新国画）之成立，最好是中西画两派有相当造诣之人，起而从事。盖

此派是中西合璧的，那就事半功倍，易收良果……中画解放了，而加些西画成份，总有点新气

象、新面目……

欲现代画之发达，我以为同时也要西画发达，俾我艺坛时时受一种新刺激，灌输一种新血

液。西画可算是我国艺坛一种新补剂了，可是西画不一定幅幅是好的，只应采其精华，弃其糟

粕，所以我不主张全盘接受西画，但西画的参考，愈多愈好。亟需多开“国际公路”，把世界之

艺术品，大量运输捆载而归，供给我们了解世界的材料，“楚材晋用”，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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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画能够参些中国画成份其中，带点东方色彩……西画人肯将国画之精神技法来写西

画，实可开一派最新中国的西画，又称为最新之现代的国画……

欧西画人能采我国画之长，是他有眼光处、聪明处；何以我们不去采西画之长来补我之

不足呢？我以为不止要采取“西画”，即如“印度画”、“埃及画”、“波斯画”及其他各国古今名

作，苟有好处，都应该应有尽有地吸收采纳，以为我国画的营养；可惜我国画先生们，至今尚

不采取，而是反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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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指国画为汉画，如上所言，汉画固不可得见。大约总认定根据《芥子园画传》那几十

家画法为汉画，外此就不承认为汉画了！不知汉时自明帝金人示梦之后，乃遣使赴天竺求法；

而印度的高僧摄磨滕竺法兰等，又随汉使蔡愔东还洛阳，自时厥后，中印两国的高僧不时往

还。盖印僧多为画家，如晋之法显，唐之玄奘、义净，及宋僧慧昭等，亦携佛像以归，且多有自

己临摹的。其时我国僧侣赴天竺求法者，相望于途。即法显西行时，与慧景等四众发迹长安，

至傉檀国张掖镇，又遇慧严、慧简五众，另慧达一人，一行共十二人。其时已为中印艺术沟通

之始。至六朝而唐之释道画，多为天竺作风。我国古代之人物画，实受印度画影响不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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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之性格好古，开口便说“保存国粹”，这是国人的好处，又是国人的腐处。兄弟也

是倡保存国粹之人，但不是拿来私用、死用，（而是）要他来公诸同好，保存于博物院、各大学，

俾民众参考研究。对于祖宗遗留下来之遗产，不是要死守，不是要学山西人的“藏镪”，（而）

要将他来活用，那才可以得到发扬光大的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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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也不是前无古人、一空依傍如幻术化的突然而来，寻不出他的来踪去迹。必须先

了解古画的源流、思想、作风，然后容易认识现代画……兄弟是最主张现代绘画的、艺术革命

的。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欲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

所谓师长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

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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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国画的好处，系注重笔墨与气韵，所谓“骨法用笔”、“气韵生动”……如印印泥、如锥画

沙，这是用笔的要旨，也是笔法的最高峰了……“气韵”也是主要的成份，但可附入用笔之

内。因气韵是写出的，是从笔端出来的，是作者心灵的特异之表现，不可强而致之，不是随便

要染出一点气韵，要加上一点气韵，补一点气韵。气韵“必在生知”，是无影无形的，这是国画

独到的妙处，确值得奉这圭臬的……可是新国画固保留以上的古代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条

件，而加以补充着现代的科学方法，如“投影”、“透视”、“光阴法”、“远近法”、“空气层”，而成

一种健全的、合理的新国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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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十三四岁时，就开始临居师的画，于撞水一法，日夜苦思，屡经体验，尚难体会。一夜大

雨滂沱，帐席皆湿。那个蚊帐是“单料本钱”无可替换的老古董，只可听其自然——老天漏湿

老天干罢了。次日清晨起来，张开眼睛一望，只见帐顶上一块一块的水渍，好似王洽云山万叠

的泼墨画，每块当中皆现白色，而两边则赭墨色，
，

的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