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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观点

“素描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再引争议

史国良：反对素描的人对传统也不了解
素描对中国画创作

的影响是多年来备受争
议的话题，而近期著名
画家史国良与崔如琢公
开辩论再次引起美术行
内的新一轮关注。围绕
这个话题，史国良接受
了收藏周刊独家专访。
他认为，国画家质疑素
描是不自信的体现。

传统中国画的确不需要画素描

收藏周刊：近期您与崔如琢关于“素

描与中国画关系”的争论视频，一度刷屏

网络，引起了关注。

史国良：我还是三个板块的建议：在

中国画坛上，各开各花，各说各事，每个板

块都有它的标准，无论从理论上、技术上

还是审美上都有它各自的一套规范和标

准。第一板块，传统中国画的确不需要画

素描，不画素描也可以很好；第二板块，写

实的画法必须得画素描，而且得画透，画

透了还要学传统，并把传统跟写实技法结

合起来才能成立；第三板块，当代观念的

水墨画，不画素描无所谓。

收藏周刊：回过头想，素描多年来备

受质疑，这是什么原因？

史国良：我觉得有些画家太自卑、不

自信。无论谈论什么，都站在传统的角

度，拿文人画、笔墨传统来要求一切的国

画，否则他就不承认是国画。当然，有些

也不用非要说是国画，可以叫水墨画或叫

彩墨画都可以，没必要拿上述的第一类标

准来要求第二类、第三类，我觉得这样太

不包容，现在美术界这样的现象特别严

重，只要一提到中国画，就是拿笔墨精神、

写意、似与不似之间等等一套传统理论来

要求，这是混淆的概念。

我认为，选择什么样的板块，然后按标

准去做就行了，不要互相排斥，不要互相否

定，应该互相吸取各方的优点来丰富自己，

我觉得国画才能发展得更好。

收藏周刊：对素描的质疑，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

史国良：从上世纪徐悲鸿回国开始，

中国画的写实就一直饱受诟病，基本都是

传统派的人在发言，他们就站在传统的立

场上来否定一切。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自

信的表现，甚至有点儿自卑。在这个话题

上，曾经也有很多人诟病过黄永玉。他

说，你们再说我的是中国画，我跟你们没

完，我就骂街了。

崔如琢自己也很矛盾

收藏周刊：崔如琢反对的是什么？

史国良：崔如琢自己也很矛盾，他坚

定地站在传统的角度来维护传统。我觉

得问题就在这。就像我前面说的，用第一

类的标准来否定第二类、第三类，或者给

它们刻意制造干扰，争来争去，对理论家

或者成熟的画家倒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

他们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关键是年

轻人，尤其在校的学生，我觉得这样就给

他们很多困惑，他们会容易矛盾、迷茫。

哪位老师才对呢？应该听谁的？当然，严

格遵循教学大纲倒是没错。

收藏周刊：崔如琢说，黄胄先生也没

学素描，也一样画得好？

史国良：黄胄先生他虽然没有学苏联

时期的素描，但是，他临摹了很多荷尔拜

因的，还有门采尔的素描，所以，他学的素

描特别适合国画发展。

光影素描体系确实不适合中国画

收藏周刊：所以，您认为黄胄先生的人

物画之所以能成功，也有素描造型的功劳？

史国良：如果黄胄当年学的是苏联时

期的素描，那么，我想不会有现在的黄

胄。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研究，光影素描

体系确实不适合中国画，跟笔墨很难结合

起来，必须要经过转换，类似于电流变压。

变为用线画，素描里也有线性素描，但线性

素描的线跟国画的线不一样，国画的线是平

面的，是一维的，是散点透视的，素描的线是

三维的，是立体的，所以，也是需要转换的。

收藏周刊：有时候想，争论的焦点会

不会是两个概念，素描没有错，可能错在了

某些“素描教学”？例如高考培训的石膏像

练习，概念化的人物头像训练？

史国良：如果说对错，那么，崔如琢的观

点不算错，他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维护传统的

纯粹性。问题只是在于他否定了另一个板块，

这是他的问题，也是普遍的问题。

崔如琢自己没学过素描，他不太了解

这个板块的特点，就像他是听古琴听惯

了，那么突然听交响乐的时候，他会有一

种逆反，有一种排斥。

收藏周刊：能否理解，素描的学习是

目前掌握造型能力最有效的途径？如果

本科阶段对素描的放松，也很难打好写实

人物画的基础？

史国良：对。素描是解决造型能力的

一种有效手段。刚进院校的学生，还是要学

素描，尤其在打基础的时候，但老是给他们灌

输似与不似之间，要写意不要太写实，就容易

把学生给带偏，我真替他们着急。

关于素描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收藏周刊：如何才能有效地中西结合？

史国良：中西结合得如何，成功与否，

那得看个人的才气和悟性。像黄胄、周思

聪、卢沉、刘文西、方增先、杨之光都是结

合得比较好的，都是在造型基础上，吸收

传统笔墨、技法，继而融合，然后用融合好

的技法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收藏周刊：您觉得这次你们围绕中国

画是否需要学习素描的讨论引起了热议，

是否说明这个问题还是目前画坛一直悬

而未决的难题？

史国良：是的，争议比较大，就是各抒

己见。但更多的是站在第一类的立场上，

否定后面两类。我认为，不管是笔墨还是

西方的造型，不管散点透视还是焦点透

视，其实都是掌握一套技术和使用方法罢

了，它都是属于工具范畴，重要的是用这

个工具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

关键的是，现在走传统方向的人，也没

几个人真的把传统功夫做得地道的。从笔

墨到技法，从艺术修养到丰富的阅读量，达

到相当程度的，现在也没几个人。所以，

反对素描的人，我觉得他们对传统也并不

了解。

收藏周刊：关于素描与中国画之争似

乎很难有结果？

史国良：我觉得这种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的，只不过有些随着时代发展产生的新内容、

新想法都会加入进来。争论也挺好，只要你

守住你自己的这个点就行了，把别的东西都

当成一种养分在吸收，让自己更强大。我觉

得就是把自己做好就行。

AI代替不了人的手头基本功

收藏周刊：您有没有关注 AI 绘画？

最近有人担心AI绘画会取代一部分画家

的基本功。

史国良：它代替不了人的手头基本

功。手头基本功是必须的，作为职业的艺

术家，在这个行当里，基本功是看家的、是

底子，想得再好，哪怕有什么哲学思想，什

么灵魂，如果没有专业基础，自己画不出

来，那都是虚的。

收藏周刊：像这种技术的进步，您认

为画家需要以怎样的态度去看待呢？

史国良：这种新技术对油画的影响比

较大，但对国画，我认为不用担心。中国

画还是要强调感觉、感情，强调那种韵

味。我觉得这是要坚持的。

素描的思维进入中国画教

育，我认为是一个误区。石涛

从来没有画过素描，也从未画

过白描，也从未画过写意，但为

什么石涛画的人物这么生动；

黄胄没有进过美术学院，附中

也没上过，但为什么黄胄成为

一代大家；中央美术学院毕业

了那么多毕业生，最好的就是

周思聪、卢沉两个大画家。美

术学院培养了那么多学生，有

没有画过超越黄胄的？答案是

没有。黄胄没有读过美术学

院，却画得比美术学院培养的

学生还好，还精彩。所以画中

国画的人物，需不需要画素描，

这是一个课题。

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吴

冠中，我认为成就最高的是徐悲

鸿，因为他书法写得不错。吴

冠中很有观点很有个性，“笔

墨等于零”的观点影响很大，

这就是他对中国画的理解，还

说齐白石没有创造，一百个齐

白 石 也 赶 不 上 鲁 迅 ，我 曾 经

反 驳 过 这 个 观 点 ，画 家 跟 文

学 家 哪 有 可 比 性 。 当 然 ，我

不 认 同 他 的 观 点 ，我 也 并 没

有 否 定 吴 冠 中 的 价 值 ，我 仍

然 认 为 在 那 个 时 代 中 ，他 是

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北京保利 2017 春拍，崔如琢作
于 2016 年的《万里平铺雪满天》
以 1.38亿元成交。

■机车大夫
卢沉

崔如琢：
素描的思维进入
中国画教育是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