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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画赏析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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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社会发展背景下，倡导人们鉴赏国画、传承

国画有着重要的的现实意义，另外在社会核心主义价值观的引导

下人们应积极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其中人们在开展国画鉴赏活动

前应强化自身的国画知识体系，逐渐提升自己的国画认知水平和

美术感知能力。人们可以结合绘画经验和国画知识不断创新和完

善国画鉴赏内容，进而对优秀的画作进行全面赏析。国画既是悠

久历史的见证者、绘画艺术发展的记录者，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

结晶，并饱含有艺术魅力和创作热情。本文先是从笔墨纸砚角度

探知国画的赏析特点，然后基于浓厚的民族文化来感悟赏析哲理，

最后在国画意境的创设中赏析国画。人们应在国画赏析中感知绘

画者的绘画风格、创作心境、艺术风骨，进而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

提升国画辨析能力和美术鉴赏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弘扬和传承独

居中华民族特色的国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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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还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精神智慧，并在历史长河中得到发展和传承。由于中华传

统绘画多是由毛笔蘸取墨水和水彩在宣纸、丝织品上进行绘画

创作的，所以称之为“中国画”或简称为“国画”。人们可以

通过鉴赏优秀的绘画作品来感知国画的魅力，提升自己的审美

水平和鉴赏能力。

处于新时代发展背景下的我们更应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和传承，而学习国画赏析能够有效弘扬传统古典文化，结合先人

的绘画技巧和风格提升自己的绘画技能，并感悟独具东方魅力的

绘画艺术，在文化熏陶中提升自己的修养与品性。

一、国画的特色

国内外的绘画风格多种多样，但每种绘画风格都有其独特的

文化内涵、精神思想和绘画技巧。其中国画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

结晶，在不同的发现阶段都有其鲜明的绘画风格和独特的造型风

格，我们观察古代绘画作品，并借助网络渠道探知历史绘画记录

不难发现，几千年以来各个绘画者对笔墨的选择和使用都是非常

谨慎和讲究的。

在绘画者的观念里有着充分利用笔墨能够协助他们绘画的想

法，选取优质的笔墨和颜材料能够突出画中的人物形象，使它们

看起来色彩更加饱满、线条更加流畅。

另外很多古代画家在绘画时会秉承着“借神描身，以现实事

物为根基，却不受困于现实事物”的绘画理念，有的画家还会对

时间和空间进行独特的处理，并将自己的绘画核心和风格融入其

中，其中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物画家谢赫提出了“六法论”，并成

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绘画理论家。

“六法论”包含有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

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六个方面，其中气韵生动处于首位，意思是

灵活巧妙地用笔对画作有着直观地影响，并在骨法用笔的指导下，

传达出画中人物的气质神态和生动形象的气韵。

为使画作饱含情感和意志，画家在绘画时应避过度重视事物

外观，而是侧重于描绘事物的内在规律。另外国画特色的形成离

不开画家的审美品味，画家利用笔墨绘画时所遵循的技法都是灵

经过历史沉淀的，并由每一代画家结合经验发展并传承下来。各

个画家还奉行“天人合一”的绘画理念，通过画作来表达自己的

思想境界，并不断追求更高的绘画价值。

二、赏析与传承国画的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现，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我

们应自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此来抗击西方文化的侵略与冲击。

基于此，人们可以通过赏析国画来增强自己的文化涵养，丰富自

己的精神世界，并提升自己的美术审美品味，逐渐形成正美术鉴

赏意识。

国画既是艺术的提现也是经典文化的代表，其中蕴含的文

化精神不仅可以缓解情绪还能提升文化境界。我们可以借助先

进的多媒体技术来宣扬国画特色、弘扬国画精神，促进人们人格

的完善。

另外，国画赏析可以促进保持中华文化特色工作的顺利开展，

并不断感染更多的人加入到国画赏析与传承的活动当中，不断扩

大宣传范围，促进文化传承的作用。

三、赏析与传承国画的有效路径

（一）通过了解笔墨纸砚来探知国画特点

国画的绘画工具一般包括笔墨纸砚，并在绘画的过程中相辅

相成形成一定的美感。赏析国画需先感知国画的特点，画家在绘

画时会在笔上下功夫，对笔的质地和硬度有着一定的要求。

其中毛笔构造中的毛多是取自禽动物，其制作会经过清洗、

摘选、修剪等多道工序，并列属于文房四宝之一。毛笔一般会分

为硬毫、兼毫、软毫三种，其中为保证绘画作品画家多会选用毛

笔中的精品鼠须笔。

画家在绘画前除了要备好墨汁外，还应准备好其他颜料。国

画的绘画颜料一般是由水调成的，并且只有视觉敏锐的画家才能

调制好所需颜色。

第三点需要重视的便是纸，古代画家在绘画时多是使用宣纸，

墨水浸润后的效果比较突出，从而完美地展现出国画艺术的魅力。

并且宣纸有着保存久、易收取、难褪色的特点，并有“纸寿千年”

地美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最后要讲解的是砚，它既可以研磨还能够固定宣纸，保证绘

画的顺利进行，并为绘画增添一丝仪式感。优秀的绘画作品离不

开优质笔墨纸砚的协助，我们应在赏析国画之前储备理解国画赏

析的基础知识，感知笔墨乐趣，为之后的国画鉴赏奠定基础，并

全力弘扬中华古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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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浓厚的民族文化来感悟国画哲理

在中国历史当中，很多画家会借助绘画来表现中国哲学，通

过这样的艺术表达的方式，可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精神。

古代画家在绘画时往往会融入自己的思想感悟和浓厚的情感，因

而，每幅画都富有其独特的故事和深刻的哲理。

我们在赏析国画时就应透过纸张探知画家的真实情感。画家

在绘画时可以通过观察辨析、形象塑造、绘画技巧来表现传统的

哲学观和审美观。

画家可以采用以小见大方法来观察认识人物与事物，能够展

现出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多数人在观察草木、鸟虫、高山、河

海等自然事物时也会不自觉融入自己的感官意识和形态意识，借

助景物抒发情感，凭借事物表达意志。

比如以张大千于 1948 年创作的《峨眉接引殿》，是在张大千

在经过四游峨眉后对其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怀，即综合四次所见

和所闻，在思考和想象中创造出半抽象的墨彩相交印的辉煌意境。

通过虚实结合的绘画手法，在墨线勾勒的山石丛林上渲染了石青

石绿的颜彩，并在这一笔一墨中流出出张大千思乡心切的情感。

以及张大千在晚年带病所绘的《鱼石图》，是一幅写意花鸟

的代表作品，山石与修竹相互映衬着，右上角立有一只鸟，游鱼

姿态潇洒，其构图略显空灵，笔墨清爽却不露孤寂。与其他形式

不同，国画在表达情感时较为隐晦和抽象，我们应静心感悟国画

中蕴含的哲理与情感，从而提升自己的国画鉴赏能力，传承传统

文化。

（三）在国画意境的创设当中进行国画赏析

国画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我们应在赏析国画的过程中感受

画作中的情感，并想象画家创作时的意境，并通过赏析来激发各

种思想和感触。

著名画家徐悲鸿所作的《愚公移山图》，其中投入了极大地

热情，倾注很多心血。徐悲鸿所绘的画作中几乎都在颂扬愚公移

山的精神，借助愚公移山不移志的故事，能够可以给当时痛失家

园的中国人以力量的填充，同时也能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意识形

态。徐悲鸿借题发挥，对这个古老神话的再阐释，进而创造了中

国现代美术史上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经典画作。徐悲鸿画的奔马，

笔墨淋漓潇洒，带着时代的风雷驰骋在画坛上，给当时的国画坛

带来了清新、有力、刚劲的气息。

还有在赏析清代禹之鼎的《幽篁坐啸图》时，可以先了解该

画作的创作意境，从而更深层次地学习其绘画内涵，画家所题幽

篁坐啸出自于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所以在正式观摩画作探究深意之前

可以以琴曲为背景音乐吟诵王维的诗作，创设《幽篁坐啸图》的

赏析意境，进行绘画技能赏析。我们在赏析优秀国画之前可以先

了解画家的创作背景、引用的诗句、融入的其他元素，从而创设

国画意境，进而深刻感知国画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提升自己

的国画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

（四）在鉴赏经典国画当中拓展艺术思维

人们可以选取自己感兴趣的经典国画作品进行细致地赏析，

从其绘画风格、绘画背景、创作情感、绘画技巧等多方面分析该

作品，并在鉴赏的过程中学习该画作的绘画技巧，拓展自己的艺

术思维。

以赏析南宋画家夏圭的《溪山清远图》为例。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该作者的生平阅历和绘画风格。该画家属

于南宋四大家之一，以山水画著称，在吸取了范宽、米友仁等人

的绘画特点后逐渐自成一派，有着其独特的绘画风格，其大体风

格属于水墨苍劲派，喜用秃笔作画，其线条粗狂有力，并有着较

高的水墨技法。

然后我们应对其画作进行详尽观摩。《溪山清远图》属于长

卷画作，长约 9 米，画面以雾景开始，卷首处的悬崖巨石清晰可见，

其采用了大斧劈皴的画法；群峰间的茂林生机勃勃，简单的几笔

又勾勒出江边的渔舟与草亭，远处的山色朦胧；隐隐约约可见茂

林中的楼阁与村舍，桥上与村舍间有来往的行人。该作品的构图

也极为精妙，有着疏密相间、上虚下实的特点，显得视野宽阔，

有种登高俯视的既视感，疏密关系处理得当，营造出轻松的节奏感；

其着墨用力却沉稳，从而一笔勾勒出山石草木，线条简洁却无轻

柔之感。

最后将在鉴赏中学习到的绘画技巧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并在日后的绘画练习或鉴赏中进行运用练习，体会此种画作类型

的绘画路径，并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绘画知识体系，拓展自己的艺

术思维。

三、结语

总而言之，倡导人们理性地赏析国画，既是对古典文化的

传承，也是提升文化修养的有效路径。人们在赏析的过程中能

够通过想象绘画场景来探究画家的绘画精神，从而感知国画的

意境美。人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赏析国画时除了观看画中事物，

还行探究画家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感知画家借助画作所

流露出的真情实感，理解国画里饱含的人生哲理，逐步走向画

家的内心世界，另外还可以选取自己感兴趣额经典国画进行全

方位赏析和学习，并在此过程中拓展自己的艺术思维，提升自

己的国画鉴赏能力。人们积极地参与到国画赏析与传承的活动

当中，不仅可以完善与国画相关的理论知识，感知国画中所饱

含的情感，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还能将经典优秀的中华文化

发扬光大，永久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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