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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何以再起波澜？

在艺术领域，既老生常

谈，但每次都能成热点的，除

了书法，就当数素描。素描

本来是近现代之后，民众对

绘画认识的最初概念。很多

人不知道中国画、水彩画或

者版画，但他们可能会知道

素描。这可能跟绘画基础从

素描入手有关。群众基础较

为广泛。

但是，素描代表的焦点

透视与中国画代表的散点透

视，存在差异，甚至矛盾，前

者代表的可能是写实，而后

者追求的则是写意，更成了

争论的焦点。

早在上世纪 50年代，杨

之光先生在教学总结中提到

国画系人物科贯彻的“四

写”，就是写生、速写、默写、

摹写。其中，前三项，几乎与

素描都密切相关。然而，几

乎同期，关山月先生则旗帜

鲜明地抛出了否定“素描是

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观点，

一场杨之光与关山月有关

“中国画与素描关系”的论争

就成了行内焦点。

有人会问，那各自画就

好，为何要混在一起？这多

少跟目前的招考方式有关，

素描作为美术高考比较重要

的竞赛方式，目前来看是最

合适的。同时，通过素描训

练的造型能力，也是目前普

遍受认可的方式。

然而，就有那么些人，学

了素描后，回不到中国画的

传统创作路上，这里的中西

结合和深入传统，又有了一

番争议。

史国良与崔如琢都是目

前国内备受关注的画家，各

自在不同领域也都有自己的

探索心得，然而，当他们一起

讨论的时候，仍然能“针锋相

对”，观点互不相让，可见，

“素描与中国画创作”的关系

尽管已经讨论了几十年，但

至今仍然有值得探讨的价

值，本次收藏周刊邀约了史

国良、张绍城、梁照堂、许敦

平等不同的画家、美术理论

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剖析相

关话题。让我们一起，听听

他们的声音。

（收藏周刊编辑部）

■杨之光素描示范，1962年■关山月曾于 1961年 11月 22日，发表了《有关中国画基本训练的几个问
题》，强调中国画应直接用毛笔写生，图为他的青岛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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