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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我法”与“古法”的联系——以四王和石涛为例 
勾愫痕 

（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教师  上海 浦东  201209) 

摘要：“古法”与“我法”是中国艺术发展道路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看待 “古法”与“我法”，关乎着艺术的发展方向。
关于这一问题，清初的正统派画家“四王”和个性派画家石涛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从艺术的发展角度讲，“古法”与“我法”是一脉
相承、不可分割的，四王和石涛在这个问题上只是侧重点不同，并无优劣之分。但四王一派的末流却一味强调“古法”，而不重视“我
法”的运用，导致正统派绘画的发展停滞不前。而石涛则将“我法”与“古法”进行融合，开创了全新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中国画艺术；“古法”；“我法”；石涛；四王； 
 
如何看待“古法”与“我法”，在中国艺术发展的道路上一直

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古法”是指前人艺术创作时所积累的感
悟和经验，这些感悟和经验随历史的发展不断累积，便形成了一个
成体系的创作法则，对今人的创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我法”
是今人在自身的艺术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独特感悟和经验，是艺术
家的艺术创新。“古法”与“我法”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艺术继承和
艺术创新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清初画坛居于正统的“四王”和
个性派的“四僧”尤其是石涛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四王是四位在清初画坛居于主流的四位画家，分别为王世敏、王
翚鉴、王 、王原祁。他们继承了明末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讲求摹古、

仿古，以此来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尤其以五代董源巨然和元四家为
宗。在他们的艺术观念里，古人的艺术就是最高的境界，古人的法度
是完备的，今人只要熟练掌握古人的观念与技巧便可以达到很大的成

翚就。王 曾在一段画跋中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
气韵，乃为大成。”1 在对待“古法”与“我法”问题上，四王显然是
以“古法”为主，“我法”的发挥应在古法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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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是清初力主革新的个性派绘画大师，其创作关注现实、关

注生活，注重个性的发挥。在对于“法”的问题上，石涛表现了他

的卓越见解，曾提出“我自用我法”。在对待“古法”的问题上，

石涛首先强调法是必要的，古人是讲求法度的，对于不重视古法的

行为，石涛是很排斥的。 

但对待“古法”时必须灵活运用，要法古而不泥古。对于为法度

所拘的现象，他说“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

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2 这

句话表明“法”不是生来就有的，是从古人的作品中总结出来的，今

人却没有理解“法”的真正含义，“师古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3。石

涛认为对待“古法”，应该借古以开今，最终超越古人，形成自己的

艺术风貌。这种借古以开今在石涛的艺术中表现为“气势”的意义，

石涛创作首先讲求“气势”，法度视气势的需要而定，最终借用古

法完成自己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面貌，即师古而化。 

石涛因其注重于“我法”的表现，敢于创新的精神在美术变革

以及其后的中国画改革中，成为了变革的旗帜，被众多艺术家视为

精神和艺术导师，而石涛的“我法”则成为了这些艺术家的“古法”。

但同时一些艺术家对其产生误读，不注重法度与笔墨技法的练习，

一味追求个性，导致艺术品质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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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溅射，一片 0.1μm 厚度的薄膜往往需要溅射 10 个小时，而化学
合成中的化学气相沉积（CVD）、水热生长等工艺短则 4、5 个小时，
长则 12 个小时甚至更久。这些都是常规且实用的材料制备技术，
但其实验周期远远超出了普通实验课的周课时上限，因而极少被选
作实验内容进行教学。多媒体技术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针对制备过程中的长周期节点采用视频教学形式，指导教师可事先
拍摄操作视频，然后以倍速播放，可大大缩短实验的总时长，直至
符合正常的课堂教学时长。 

第二阶段，完善性能表征实验教学的逻辑框架。现阶段的材料
表征测试，大多独立而割裂，但材料的形貌、物相、成分之间往往
是相互联系的。独立的教学既不利于学生掌握设备间的隐秘关联，
也不利于学习者理解材料内在的物理属性。通过开设综合性教学实
验课程，根据全校不同年级（基础）学生的培养计划，开展材料类
综合实验。在综合实验教学课程中，教师可进一步细化实验教学内
容，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制定各个年级的实验课程教学内容，进行
本科/研究生实验教学的系统整合。学生在综合实验教师和专业理论
老师的共同指导下，根据实验目的、检测内容、材料性质等，在课
程中合理地选择制样方法和检测流程[3]。在该阶段，实验课程不应
局限在某一台设备的操作上，应以实验教学内容为出发点，将不同
的检测手段如 SEM 形貌表征、XRD 物相分析、材料力学性能测试
等进行综合运用，培养学生的综合性实验能力[4]。 

第三阶段，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创新、探索类的实验。传统的实
验教学总是为理论教学而服务，这无法体现出学生的兴趣与创造能
力，更无法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创新意识。这固然有传统培养方
案“重理论，轻实践”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出于实验安全性的考虑。
我们知道，设计、探索类的实验往往意味着实验结果不可预测，即
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当实验涉及到高温、高压或强
电流设备时。出于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大多数高校在实验教学领
域很少开设探索类实验模块，但其实这种安全风险完全可以通过仿
真实验平台进行规避。通过编程与算法，利用模拟技术研发“仿真
实验室”，囊括全套的基础实验操作。在“仿真实验室”中学习者
可以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并进行验证，这必然
能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兴趣，也更能体现出学习者的自主创新精神
与动手能力。 

从材料制备的基础实验，到性能表征的系统整合，最后是自主
设计、探索类实验模块的增设，通过层层递进的实验教学改革，让

学生有目标地深入学习材料类实验课程的知识；与此同时，增添了
实验教学的趣味性、直观性，加深了学生对设备的认知，提高了学
生的实验操作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 

（3）实验教学管理办法的改革 
为了提高材料类实验教学的效率，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性，学

校应根据教学需要对实验管理做出改革。依托全新的实验室网络管
理系统，建立、健全一体化的实验教学管理办法，形成新的运行机
制。首先，建立统一的实验室准入考核机制。将实验室安全规范与
应急处置措施等上墙、上网；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学生进行安全培训，
通过考核的学生方可进行实验课程的修习。其次，完善预约制度，
合理规划、安排实验室的使用时间。将本科实验教学、研究生科研
教学、教师科研工作、社会服务等使用需求统一进行调配。实验科
研教学的服务对象体量大，时间安排可集中在一段连续的区间，如
寒暑假的小学期等。教师科研工作和社会服务需求较为分散，且服
务对象不固定，可安排在日常教学周区间。 

3、结束语 
本文针对材料学科开设的实验类课程进行了全面、深入地分

析，总结出该类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现有的多媒体技术，根
据本校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材料类实验教学的课程体系以及管理办
法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与措施。为材料类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适
应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提供了思路，也为高校材料学科在创新性和国
际化等高层次发展上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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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和四王虽然在创作观念存在着差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艺
术风格，但却都树立了自己的艺术地位。如果不能以辩证的眼光加
以对待，一味模仿古人或一味追求新意，最终都可能走上极端。一
方面，“古法”是艺术创作中的珍贵的养分，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
富，必须要重视这些纯熟的经得历史检验的笔墨技法，一位优秀的
艺术家更是要熟练地掌握这些技法。但另一方面，艺术要想获得进
一步的发展则必须进行变革，这种艺术的变革需要艺术家在自然、
在生活中汲取养分，也需要艺术家通过自己的人文修养和艺术修养
形成自己的独特感悟，从而在古人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笔墨表现方
式，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而经过历史的发展，这种创造的“我法”
也就慢慢成为“古法”，成为后人的财富。 

艺术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继承“古法”，创造“我法”，“我法”
成为新的“古法”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这便是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历史上没有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从而进行创
新的，也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别开风貌的。 

四王对于古法的强调本身并没有错误，石涛也是强调古法的。
对于古法的强调有利于艺术传承，今人正是在古人的宝贵经验中打
下了坚实的艺术功底，从而为运用我法，也即艺术创新作准备。在
这一层面上来说，“古法”是“我法”的基础，继承是创新的基础。
但四王的末流却在临摹古人的这条道路上走向了死胡同，一味拘泥
于古人的笔墨程式，不去进一步的创新，并且完全脱离于自然之外。
反观石涛，再经过大量的学习古人之后，他从古人的笔墨中走了出

来，让“古法”为“我法”所用，形了自己的面貌，树立了自己的
艺术地位，与古人拉开了距离，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艺术创新。 

如今在艺术创作中，对于“我法”和“古法”一定要进行全面
理解，万万不可断章取义，将二者统一于艺术时间之中。如果只重
视“古法”，就如四王的末流一样，无法脱离于古人的笔墨程式，
阻碍了中国画的进一步发展。而过于强调“我法”，则置古人对艺
术的理解和笔墨的传承于不顾，则丧失了优秀的传统与根基，这样
的创新是没有意义的，是不符合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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