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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画的抽象意味 
庞晓雅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山东  250300） 

摘要：中国画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画以形写神，离形得似，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含有抽象意味。它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道法自然，又妙造自然，所以它一开始就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从原始社会开始就能看出中国画抽象的端倪，到了东晋
顾恺之的“传神写照”以及后来元代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再到后来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等观点都说明了中国画的
抽象意味。 

关键词：中国画，抽象，似与不似 
 

一、中国古代绘画抽象性的起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不同的生活，在随着时

间的流淌，历史的演进，逐渐的形成了各种所谓的文化，中国画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世界的绘画艺术中，不

仅代表着东方的绘画艺术而且还又独树一帜。   中国画是很善于

通过“一草一木”来表达无比丰富又有感觉的意境，展现出了那种

“一墨大千，一点尘劫”的特色。所以中国画从一开始存在就在抽

象和具象之间，虽然有的写实，但是在这个写实中又透露着抽象的

意味。 

所谓的抽象就是在许多中的事物中所提炼、抽取某些共同的、

本质性的特点，从而抛去掉其中不是同样本质的特征的过程。不过

在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物中都有它的现象和本质，我们在这些现

象和本质中所进行的分析、比较、和综合，这些点都是抽象的基础，

如果没有分析、比较和综合这些过程也就找不到这个事物的共同点

和不同点，也就不能区分这个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但是事物的现象

并不能正确的反映这件事物的自然规律，事物的本质却能反映这件

事物的自然规律，但也不都是人们的直接的感受，所以说我们要用

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它的抽象性。 

二、原始社会 
历史上将遥远的原始社会时期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

代。这一时期的绘画性遗物发现的比较少，但就在这一时期的中国

画的抽象性就已经有所苗头出现。在这一时期有着著名的陶器发

明，为了进行在实用的基础上有所美观性，就出现了造型和纹样的

装饰。，特别是在红陶上面打造的彩色装饰的彩陶，装饰纹样有简

单的几何图案和鱼、鹿、蛙及人面等形象，就其抽象性形态的端倪

就很好的展现了出来。 

三、魏晋南北朝 
历时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动荡不安

的年代，也是民族融合和思想文化领域异常活跃的时代。对于抽象

性的意味也逐渐体现，东晋的顾恺之绘画极富才华。他认为最关键

的是“传神写照”，写照是为了传神，写照最大的价值，则是由所

传之神来决定的。然而在那个时候人们所追求的“神”，则是通过

画而将其表现出来，神则是一个人的本质，也是一个人的特性，以

神传神，才能达到人物画艺术的“真”。传神写照中的“神”则是

抽象的，而“照”则是“具象”的，所谓艺术的“真”便在其中。 

四、隋唐时期 
先是初唐的绘画多以表现贵族人物和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为

以及宗教事件，因为在唐王朝的建立后为了宣扬王朝的威德与强

大，画面上展现了尊大卑小的现象，比如阎立本的《步辇图》是以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来促进两族友好为背景描绘了唐太宗接

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节，这幅画面并没有画背景，画面结构是从

右向左、从密到疏，主体突出，节奏鲜明。很好的体现了空间抽象

的概念，以具体存在而又实在的共同特征为主要，然后在利用长、

宽、高这种三维的坐标作为参考来进行展现，在这种共同特征性长

久之下不断加深的理性印记中，比形体性更为抽象的空间概念逐步

展现出来，让观者最后从具体存在而实在的形体中抽象出空间的感

觉。 

五、五代两宋 
进入五代两宋，中国历史也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抽象性

的意味使水墨画的技巧大大的提高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绘画风

格也比较精密不苟，创作态度也更加严谨，各类画家也都开始重视

对于生活的观察和研究，使这一时期的绘画展现出极为丰富多彩的

面貌。但在宋代，苏轼在传统绘画中是最能重视抽象意味表达的画

家，他喜欢以书法入画并对整个文人画产生来深远影响，由于他生

活在北宋政治斗争激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它的想法和改革派的意

见不和就招到打压，最后降职到荒凉的海南岛。从他的画面中可以

看出他画墨竹时是从底部直接一笔冲天，舍掉了竹节，这么一笔就

能饱含住豪气蓬勃，直面人生，画中充满了抽象的意味。他把他所

做画的对象如竹木、山水、小草都赋予了精神和生命，他主张“诗

画本一体，天工与清新”，要做到“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

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 

六、元明清 
在元代显露才华最多的一般都是到了中后期的文人，他们大多

都是在生活上遭遇落魄、经历坎坷，所以他们在创作时一般都是以

山水花鸟以及墨竹、墨梅为主，然而在这个非常动荡的时代，他们

就用画笔来表现隐逸豹隐或者游乐安逸的生活态度。从他们的艺术
頫形式上可以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赵孟 的影响，强调墨客的艺

术趣味，非常重视笔墨性能的表现，但而更加注重主观意趣的表达，

标榜“不求形式”，作画“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不言“画”

而名为“写”，这样反而表现了他们的特殊追求。元后期画坛上影

响最大的元四家的倪赞，他自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再到后来明清改朝换代经历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让一些士大夫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和冲击，反而在艺

术上不在酣醉于自娱和单纯笔墨的追求，而是开始在画中抒发并寄

托感时悲伤之情及不屈不服的节操，在艺术上财力主创造，为画坛

带来勃勃的生机。 

综上所述，抽象性存在于一切艺术当中，但由于历史发展、文

化传统及社会语境的差异，就使绘画中的抽象性在表达方式、艺术

语言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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