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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雕刻水墨画风格探索研究
王　沛　李成盛　王显克

（盛世凯达（深圳）宝玉石文化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112）

摘要：玉石雕刻不能生搬硬套，要遵循玉的自然构成进行雕

刻，根据玉石的硬度性质、内在纹理因材施艺，表现玉的自然之美。

玉石雕刻承载了创作者的思想情感、艺术表达和文化内涵，艺术

创作贵在有个性，只有把这种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才能使作品

变得更加动人，也是艺术风格多样化的来源。玉雕要从心出发，

表达最真挚的感情，触动人们的心灵，与水墨技巧的结合，使得

玉雕作品充满了一种天真无邪的魅力，在玉器上刻出一幅山水图，

同在纸张上作画的原理相似，但纸张是平面的，而玉器是立体的，

因此在玉石雕刻中表现水墨画风格又与在纸上呈现水墨画不同。

关键词：玉石雕刻；水墨画风格；探索

玉石雕刻水墨画风格是玉石雕刻的一种特色化的风格，对于

呈现玉石的天然美感具有重要意义，玉石雕刻水墨画也成为我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玉石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探

讨了玉石雕刻中水墨画呈现方式，为玉石雕刻做好理论功底。

一、玉石的天然性质

（一）青花玉石

玉石因为天然性质，不少翡翠由白与黑两种颜色结合一起，

人们称这种玉石为“青花”。青花玉石由黑到白，独特的青色玉石，

黑白相间，就像是一滴墨水，滴入一汪清水，又像是一张空白的

宣纸被墨染过，呈现出风雅的气质。黑白两种色彩的反差，使玉

石更显纯净。

青花尤见于和田玉石中，自然形成清新、典雅、幽深、超凡

脱俗的特点。产自新疆和田的青花玉多为籽粒状，质地细嫩、油亮、

致密，外表花纹繁复，婉如一副泼墨山水图，仿佛江南烟雨般透

着朦胧的美感，让人心驰神往。这种天然的水墨风格透出浓浓的

中国美，是一种无法复制的美。玉石青花自然形成的水墨图案，

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造物主对人们的一种馈赠。

（二）籽料颜色 

新疆喀什河畔，玉石在河水的不断冲刷下，石头表层大部分

都被削去，只剩下内部最坚硬的肉，也就是玉石中最精巧、最结

实的那一块。籽料不大，形状和鹅卵石差不多，但表面却更加光滑，

表面因为被天然矿物侵蚀产生各种各样的颜色。肤色。枣红皮、

秋梨皮、洒金皮等都是比较常见的颜色，犹如一副色彩斑斓的水

墨画。籽料里的裂痕并不完美，但也正是因为这些裂痕，让矿物

有机会渗透到里面，各种颜色互相浸润，勾勒出一幅绚丽的山水画。

（三）空灵、清丽

玉石晶莹剔透，清丽脱俗，敲上去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使

佩戴者更具风度。在阳光的照耀下，玉石内部精美的纹理显示出来，

湿润的碧绿就像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这种空灵妙境是水墨画

中最难得的境界。虚实结合能清晰地凸显出艺术意象，以极为简

洁的语言表现出一空灵的意境。这和水墨画中的留白一样都表现

出一种灵动的感觉，使得画面充满了生机，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

的美。总而言之，水墨画与玉在特质上存在着深刻的联系。这是

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

二、 玉石雕刻水墨画风格

（一）对水墨质朴风格的借鉴

水墨画的一种主要表达方式，就是笔触简洁，意蕴深长。尤

其是到了宋朝，画家对简单的美的追求更加积极，精髓就是“多

求简朴，少求清雅”。简约的笔法，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却很难，

这就需要作者对复杂的事物有一种娴熟的把握，知道什么地方应

该删除，什么地方应该减少，对画面有一种精确的判断力。这看

似寥寥几笔，却已是胜过了一整副画卷，其中蕴含了太多的意蕴，

不言而喻。

在玉雕的构图上，借鉴水墨画中的散点视角，把握好水墨画

中线的运用，对于玉石设计具有重要帮助。在水墨绘画中，构图

是画家最质朴的表现方式。“好玉不琢”的说法由来已久，这便

是有意地保持玉石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特性，表现其原生态、自然

之美。在圆润光滑的玉石上做勾勒引线，或在漂亮的部位用浮雕

的方式呈现玉石颜色的层次感。水墨画中，有一个主要呈现的内容，

其余的都是次要的客体，起到衬托主体的作用。主体与客体相互

依存，浑然一体，凸显主题。主次分明使得画面具有高度的统一

性和整体性。玉石雕刻创作也是如此，主旋律只有一个，其余的

都是用来衬托主旋律的，让人一眼就能看懂雕刻作品所要突出的

思想情感。一个优秀的玉石雕刻师傅多半是具有一定的中国绘画

功底，抑或是对中国画有一定研究的人。

优秀的玉石雕刻作品应当能够很好地利用玉本身材料的色彩，

在线条表现出多种微妙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个性语言。玉雕工艺

从最初的简单琢磨发展到现在的精细雕刻，已经形成独特的工艺

特点。从材料选择、图案设计、雕刻、打磨到最后成品，这些都

和水墨画一样。玉雕只需要一笔一画，不能重复，否则会杂乱无章，

线条不流畅，无法一气呵成。所以在雕刻之前，雕刻师傅必须要

静下心来保持一种空灵的状态，在雕刻的过程中，线条的走向，

线条之间的距离都要把握好，线条的刻划要深浅一致、间隔均匀、

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二）对水墨留白艺术的借鉴

水墨留白是水墨画最具艺术特色的一种表现方式，作者用留

白来表现“不白”，用虚无创造出无线的想象空间。水墨留白看

似是画纸上留下的一片空白，其实却是画家赋予它“有形”的境界，

优秀的玉石雕刻师傅会用留白来呈现玉石作品，用玉石表达自己

的感情，让作品变得鲜活起来。

水墨创作以“联想性”为特征，使观者获得“无限”的美感

体验。留白不是什么都没有，就像流水，阳光，云雾，瀑布，都

可以用留白来表现，只不过不需要用到文字。水墨创作绘画空间

可以充分地体现出一种空明之境。如果一副水墨作品上下都被墨

水填满，那么就不能成风雅。只有将画面中的空白留足，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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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潇洒而有风韵，空灵明亮。因此，古人在作画时，最注意的

就是空白。再者，因为中国水墨画的绘画方法，是用水来调剂墨、色，

再加上宣纸的轻薄透气，所以很容易造成一种清澈、透亮的感觉，

从而表现出一种空灵之感。玉石的温暖柔和，不张扬，也教会我

们不做作，不虚伪，用真心做真事成真人。深入思考玉石的内涵，

发现有很多地方都是未知的，玉石的特性不禁让人回归到人性，

人性本善，如玉般润泽。留白赋予了玉石雕刻传达美好思想的空间。

几乎所有的绘画都是有形的，留白不是为了再现物质本身的面貌，

而是为了表达内心，它不是对物象的简单模拟，而是一种透过心

灵的再创造。水墨创作的最高境界就在于留白，通过留白传递心

灵体验，进行发自内心的、精神情感上的再创造。

（三）对水墨自然之美的借鉴

水墨画注重自然美，从自然中汲取灵感，自然之感也是评判

中国水墨画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水墨画之美在于写意，写

意使得水墨画变得飘逸，而写意的关键就在于把握大自然之神韵。

在中国的水墨画里，大自然始终是创作源泉。美丑的定义是人赋

予的，水墨创作让墨在宣纸上流淌、渗透，而不去刻意地勾勒出

一种笔触的线条，从而表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美感。 萧瑟之感是

在举手投足间表现的轻松、自在的神韵，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萧

逸”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一种超脱于条条框框之外的洒脱。如

陶渊明，王维等大诗人，他们都是以萧逸为诗风而闻名。“温润”

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颜色简单而又古朴，画面清新而又

不失灵动，笔触柔美，仔细看去，能感受到作者心中的宁静。云

卷云舒是画家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魏晋文人热衷于追求“清

静”，而宋人则是将“清静”融入到了审美之中。水墨画的清雅

境界给人一种仙境般的感觉。将水墨元素引入玉雕创作，是一种

具有浓浓的中国特色的审美观念，将水墨意境之美融入玉雕作品，

更是一种难得的艺术创造理念。玉石雕塑可以呈现出形式美、色

彩美、质感美，这种美是画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衡量一件雕塑

作品是否有价值的重要指标。“意境”可以使人体味到画面外的

美，也可以使人思索作品中所蕴涵的思想和精神。画家在山水间、

在花鸟间穿行，体味春夏秋冬的变化。

玉雕中的很多图案，纹路，都是从现实中来的。玉龙的造型

和结构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云纹，云纹的形式多

种多样，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建筑、雕刻器皿、生活用具和各种

手工艺品中，有的是抽象的纯粹的几何图形，有的是栩栩如生的

具象图案。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在野外采集、耕种中对大自然的变

化非常敏感，云和雨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所以云纹在他们的

心中有着一种神圣的地位，他们对云纹具有深深的敬畏之情。玉

佩上还有许多小龙纹图案的装饰，使作品更添一份可爱和灵动。

玉石雕刻中呈现出水墨风格，就需要雕刻师傅养成对生活和自然

的爱，因为艺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把一颗对热爱大自然

的心投入到玉雕创作之中，就可以突破玉雕创作中以工为美的瓶

颈，摆脱过分注重形似而忽视了自然之美的问题，或者摆脱过于

注重技巧而忽视了感官感受的桎梏，最终创造出一件既有雕刻技

艺，又栩栩如生的玉雕艺术作品。

雕刻者必须要有深厚的美术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功底，尤其是

要经常研究中国水墨画的神韵，只有心中有千百幅画，才能将其

完美地展现出来。根据玉石的自然性质，结合所掌握的水墨构图

技巧，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玉石成品的画面。反复推敲，直到时

机成熟才开始设计草图。

（四）对水墨意境创作的表现

艺术创作由追求“形似”向追求“神似”的转变是一次很大

的跨越。自两宋以后，画坛再次从对“形似”到“神似”进行转变。

“写意自然”成为水墨画的精髓。艺术家与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以事物的相反面来看待世界、观察世界、描绘世界，而是

回归到万事万物之中，将自己视为万事万物的组成部分，世界上

的所有生命物质都与自己的生命有着紧密的联系，表现出一种精

神境界。画家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生刹那经验的探索，

一种心境，一种人与物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以“心”的状态

来创作中国水墨，这种超脱与淡泊的状态才是水墨创作的至高境

界。“画外之境”是意境的体现，水墨创作并不是单纯地追求技

法，而是一种“画外之意”。画中之意，可用笔触呈现，画中之境，

则须有深厚的人生积累与学养。

如果是艺术家单纯地对客观世界进行描摹，那么，这种“描

摹”的功能，对于书画来说远远不及摄影、摄像表现得方便而真实，

而书画的优越性在于能够表达人们对客观世界最敏感的那一部分

感受。客观世界是什么？哲学家和艺术家对我们眼睛看到的，耳

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客观世界的本

来面目吗？我国古代哲学认为大千世界是一个完整的气场，万物

生生不息，瞬息万变。我们人类所感知的事实，其实是根据以往

的认识经验做出的一种判断。中国的艺术家善于感受事物的变化，

在水墨创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玉石雕刻和水墨画都在追求一种超脱于形式之外的神韵，以

此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内涵和个性特征。首先，在中国画中，笔墨

是最重要的元素。落笔要有笔锋，转笔要有波，收笔要干净利落，

能够收放自如。任何水墨画创作都要遵守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

能画出一幅好画，才能将所画之物的精神表现出来。玉石雕刻用

的钻头刀刃刻划的过程，也是作者表现自我的过程。玉石雕刻师

傅的笔尖是一根有情感的丝线，它有节奏，有力量，表现出一种

苍劲和超凡脱俗的气质。玉雕的特色在于它以写实为基础，而没

有写实的雕刻，就不会有玉雕。首先要弄清楚玉雕作品中的主次

关系，什么是主体，什么是背景，背景要强调写实，而背景要简练、

概括。以花草鱼虫雕刻为例，主题大多是动物，比如飞禽走兽鱼

虫等等，背景则多是一些静止的景物，比如建筑，植物，山川等等。

主题性的雕琢要清晰逼真，且灵巧自然，且与背景部份的前因后

果相吻合。衬托要简练，只需要用皮色勾勒出衬托的轮廓和主干

就可以了，技巧要精炼，不需要太过注重细节，也不需要太过逼真，

只要能反映出画面的效果就可以了，墨色的浓淡可以用皮色来表

达，墨色的浓淡可以用雕工来表达，“朦胧美”，“苍桑美”，“静

谧美”，“枯朽美”等等，都可以用雕工来表达。

三、结语

在中国画派中，水墨画是公认的中国画派中艺术成就最高的

画种，玉石雕刻的水墨化风格赋予了玉石雕刻以独特魅力。将会

为玉雕技术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水墨玉雕技

术的逐渐成熟，玉石雕刻也将迎来更为广阔你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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