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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画三千 中国画美育专栏（四十一）

张国樟（浙江省文化馆副馆长）

中国画美学是历代画家精益求精的宝贵

遗产。李可染先生曾经说过“废画三千”。大

概含义是三千张作品中才能挑出几张自己满

意的。当然这里的三千是虚数，不是实指，意

思是创作实践的作品极多。可见中国画要出

精品是很难的，也可见艺术家对美精益求精的

精神。李可染先生还特意刻有一颗废画三千

的印章，经常盖在满意的作品中，其实一个画

家的一生，真正满意和流传的作品甚少。

废画三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李可染鼓励

自己不要怕画坏的意思。他曾经说过一个画

家怕画坏是没有出息的。只要用心画，画坏了

没有关系。因为怕画坏，就墨守成规，不敢突

破，就会总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这是一种堕

性的表现，是很难进步的。李可染先生就是具

有勇气和创新的画家，经常尝试新的画法，他

在传统山水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造就了自己

积墨逆光的独特风格。他的夫人说，李可染先

生画画时候的擦笔纸基本上不用去买的，用那

些废弃的画就够了。可见画家对艺术的严谨

和美的孜孜追求。

对于作为鉴赏者的我们，要学会欣赏和懂

得珍惜，那些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画家创

作出来的美学结晶，以及那种奉献终生、清苦

一生的美学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和发

展。正如晚年的欧阳修，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

的文章来修改。他一篇又一篇地仔细修改、润

色，哪怕是细小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虽然他

身体孱弱，视力不济，仍费心费力。夫人看他

这样辛苦，就心疼地规劝说：“老头子，你这么

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干嘛呢。难道你还是小

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听了，笑着说：

“我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啊，我怕因为偏

差、错误等误了后世子孙，这就是死了，也会良

心不安的。”就是这种对后世人认真负责的态

度，使得欧阳修成了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

领袖，成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大画家都

是如此精益求精，如不满意，宁可撕掉废掉。

自己都不感动，怎能感动别人；自己都不满意，

怎能让别人满意。吴昌硕先生亦是如此，一副

画作完成以后，挂起来反复自读，同时请友人

品评观赏。不论什么人，只要意见正确，他都

会欣然接受，再三修改，直到无懈可击，绝不

草草了事。有时发现自己的作品有了败笔，

虽已经完成，也会断然弃之，毫不顾惜。吴冠

中几十年辛勤耕耘，为海内外瞩目，他的画被

高价争相购藏。尽管每幅画都价值连城，可

他撕画事件却众人皆知。1966年，“文革”初

期，吴冠中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全

部毁坏后烧掉；1991 年吴冠中整理家中藏画

时，将不满意的几百幅作品全部毁掉；撕画时，

宣纸脆弱得颤抖，使旁人心惊不已，那可是一

百万一张呀！吴冠中告诉大家：我满意的作品

就像我的好姑娘，有一天总要“嫁”到博物馆

和美术馆，艺术品没有质量就不是艺术品，是

废品和垃圾，我怎么能拿那些不满意的作品，

去招摇过市，欺蒙喜爱的收藏者和广大观众

呢。这是对别人和后世的不负责，我是不想

违背自己的良心。真善美是相互影响的，艺

术家因为创造美而真挚和善良。我们作为当

今东方美学的传承者和继承者，更加要满怀真

挚和善良。

▲近现代-李可染-青山密林美析：《青山密林图》

是李可染山水画——蜀中系列作品中的一张代表

作。蜀中的生活影响了李可染的一生。《青山密林图》

沿用了李氏的丰碑式构图。通篇运用了大泼墨，使画

面显得水气淋漓，华滋大气。李可染先生喜欢画水

田，《青山密林图》中的水田像明镜一样穿插于青山密

林之中，若隐若现。密林中的亮光处、农夫水牛、小桥、

农舍构成了作品的画眼，黄昏中的大山中的空白，使水

田的空间显得格外的深邃。这是李可染从生活和自然

中得到和感悟，为我们创造的独特的艺术审美。

◀近现代-李可染-

茂林清暑美析：李可染

的山水画有自然的真实

空气感。他一生的宏愿

是为祖国河山立传，他

从写生出发以改山水画

自四王之后所形成的陋

习。他倡导师法自然，

从自然之中领悟山水画

的笔墨精神。进入 60 年

代以后，李可染对“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的传统

艺术观念有了深入的理

解与个性化的实践。这

张画作就是他感悟自然

创新艺术的结果。李可

染喜欢画逆光的山水效

果。他用大面积的水墨

来表现层层叠叠的夏天

的山林。最精彩的是剩

下的小块的亮光处，几

个人在避暑而谈。有点

像易经的八卦图案，大

黑之中的白就显得特别

地冲击视觉。

▲近现代-李可染-水墨山水▲近现代-李可染-水墨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