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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我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中国书法艺术和绘
画艺术是密切相关的，人们常说的“书画同源”，也意在指最
早汉字的诞生就是起源于绘画，中国书法与绘画二者之间相互
影响，相互依存。从甲骨文时期开始，当时的符号既可以称之
为图案，又可以称之为文字，简化的图案逐渐演变发展成象形字。
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相同的规律性，却也在
气韵的流露上展现着各自的美感。

1、书法线条之美

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表现艺术，迄今为止已经
传承和延续了 2000 多年。最初文字的产生只是为了记录需要，
只为了达到使用性的目的，但由于当时负责记录文字的书写者在
书写过程中，发现了不同书写方式会产生的不同审美感受，于是
便出现大量的文人墨客试图发现文字本身的美。在不断尝试中文
人发现，在写作时用笔的轻重缓急，每个字的结构调整，字与
行之间的距离距离变化等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时更发现了
在书写中线条对于文字文体的重要性，是写好书法的基本元素。

在中国书法艺术中，最具有独特魅力的便是书法中的线条
之美，线条对于书法意义就在于它既能展现出书法艺术的灵魂，
又能表达出书法艺术家的情感。而传统书法中的线条之美具有
着复杂抽象的特点 [1]。这其中包括线条中所存在的不同质感、
力感、节奏感等。
1.1 书法线条中的质感
书法线条无一不具有一定的质感，有的浓重粗色，有的柔

软细韧，这也给人带来完全不同的感觉，力度大且质感强的线条，
带给观赏者一种浑厚充实之感，而力度小且质感弱的线条则带
给观赏者一种轻薄笨弱之感 [2]。因此，线条的质感直接影响人
们对于书法艺术的理解与欣赏，只有有质感的线条才能引起观
者的审美联想。所以在表现不同文字与意境之时，选择恰当某
一特质的线条，加上巧妙地章法，便是一幅上等佳作。
1.2 书法线条中的力感
书法线条中的灵魂之处就在于其行笔之间的力感，古时古

人所说的“力透纸背”，意在指书法者落笔时的下笔力度，能
使墨水穿透纸张，书法线条中具有力感，其书法作品便具有灵
魂及较好的素质 [3]。由此可以看出，在书法过程中书法家的的
落笔力度对于整个书法作品的重要性。还有书法家在经过较长
时间的总结经验后，发现写出具有力度的线条大多与用笔识势
相关，其中的“势”一方面指的是书写者的坐姿、站姿、气势等，
另一方面，在于用笔的正势（中锋）、侧势（侧锋）等，有“势”
才会有“力”。
1.3 书法线条中的节奏感
世间万物发展都存在一定的节奏，书法艺术也不例外，写

出了字的节奏，也就写出了字体的特征。在书写过程中，不同

字体的笔画在下笔、收笔时都具有线条节奏感，而这节奏感的
具体内容其中便包括线条的快慢、松紧、轻重。如最能体现出
用笔的精巧、周全以及寓静于动，沉着有力的作品 -- 陆柬之《文
赋》，李邕《麓山寺碑》等，完美体现出了线条的节奏感。在
书法艺术中，书写者要把握好每个书法动作的节奏规律，把每
一处笔画写好，让字与字之间成行，让每一行对称协调，才能
算是一篇完整书法的完成。

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按照分类来说大致可分为五类，其中
以草书为例，草书书法艺术家将内心的情感以“线”的形式抒
发出来，对于不同的情感所表现出来的线条形态也不相同，书
法家通过对作品中线条的起伏流动、曲直变换，表达出自己或
激情或平和或焦虑或喜悦的情感。书法家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到
书法的线条之中，将其赋予了灵魂与生命力，使其不再只是一
些毫无情感的图画，让观赏者再一次感受到书法线条中的美感
与感动。

2、绘画线条之美

中国画十分重视对于线条的运用，尽管中国绘画已经经历
了数千年的变化更新，但对于中国绘画中的线条体现形式，却
始终如一、亘古不衰。中国画中的线条既能达到传神写意的目的，
又能做到务实写真的效果，画家通过对线条的疏密、聚散组织
画面，将强烈的生命力融入到绘画的线条之中。宗白华在《美
学散步》中说道：“中国画特别注重线条，是一个线条的组织”，
由此便可以看出线条在绘画中的重要和地位 [4]。

之所以说绘画中的线条之美，意在于线条中不仅包含了绘
画艺术家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气质，更是包含了中华民族特有的
对自然认识之后所形成的表达手段，对于民族有着深刻的含义。
虽然线条具有抽象化意味，但是在中国画里，这更体现出绘画
艺术家的绘画功力以及个人文化修养，再加入画家创作时的情
感流露，使中国画作更能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美。就像传统写意
题材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尽管已经被历代画家挥毫泼墨，
但由于画家在创作时借助线条运动、组合、变化呈现出不同的
意境，又加入个人情怀，所以丝毫不影响观者欣赏它的美。
2.1 绘画线条中的力度美
中国绘画中的线条具有极强的力度美。这一点在唐代张彦

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有所记载：“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
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故工画
者多工于书”。绘画者通过对线条中的不同笔法，使所画对象
展现出了不同的外形、结构以及精神状态。南齐谢赫也曾提出
“骨法用笔”的说法，意思就是将骨法与笔法紧密联系到一起，
古人所说的“骨法”即为“骨相”、“骨气”，在绘画中也表
现为线条的力度手法，如果线条没有力度，那也无法称之为“骨”。
如果绘画想要表达出所画之物的体貌特征，则是通过线条力度

中国书法与绘画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摘     要】 中国书法和传统绘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之二，自古就有“姐妹艺术”之称，而两者之间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和联系，虽然后来

二者分开各自独立发展，但实际上也有许多相互结合的地方。本文从中国书法和绘画两种美的角度分别展开深度剖析，并说

明书法与绘画二者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及影响，希望读者在读过本文之后对书法与绘画二者之间的关系能够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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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上来表达，充分展示线条的艺术性与美感。
2.2 绘画线条中的气韵美
中国绘画中还具有极强的气韵美。早期在著名画家提出的

“六法论”中，排在首位的便是气韵 [5]。气是生命，韵是灵魂，
生动则是通过线条产生线性轨迹，给人一种强烈的节奏美和韵
律美。在绘画中体现出气韵意在指创作者用精湛的画技，自身
的情感将所画对象的灵魂展现出来，是所画对象最终呈现出来
的效果既能达到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又在画中融入了艺术家
的创作情感，使绘画内容更加丰富，这样便能称得上是一幅气
韵生动的画作了。
2.3 绘画线条中的情感美
中国画中的线条第三美为情感美。中国绘画大多都以传神

写意为目的，通过对线条的勾勒，将事物本身存在的节奏、韵律、
情感展现在创作作品当中。而且线条本身就具备着特定的形式
特征，也饱含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如线条中的“直线”便是带
给人一种刚正不阿之感；“弧线”则带给人一种温柔、柔和之感；

“斜线”带给人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所以存在于画作中的线条，
无论是哪种形态，都具有传达情感的作用 [6]。而画家在作画过
程中，也是通过线条不同的变化，如轻重缓急、粗细直曲等将
自己作画时的心理传达于纸上，展示在画作中。

3、书法与绘画间的影响和渗透

关于中国书法和绘画之间的关系，自古便有着“书画同源”
之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书与画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为艺术领域，却又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在中国的历史唱
歌中，书法和绘画之间互相借鉴，互相影响，同气连根、共同
依存，却也独立发展。

首先是从书画所需要用到的工具材料上来讲，都需要“文
房四宝”，在书写与作画过程中，同样需要对执笔、运笔的方
式下工夫。其次，在对于线条的运用上，书法与绘画在笔法的
运用上也是大致相同。清代刘熙载也曾提到过：“画山者必有
主峰，为筑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 ...... 故

善书者必争此笔”，可见无论是在绘画中还是在书法中，主笔
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古代还有许多老画家主张“未曾学
画先攻书”，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说：“善书必能画，
善画必能书。实一事尔”，可见书与画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关系 [7]。同时许多后人在研究中发现，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有许多书画家是既擅长书法又擅长绘画的艺术家，如：
苏轼、郑板桥、齐白石等不胜枚举。张彦远也曾有过“书画异
名而同体”这样一说法，所以在当下的今天，不难看到知名书
法家的绘画作品或是画家的书法作品。有些画家在练习书法时
会将绘画的笔法技巧用在书法作品上，于是书法中便带有一丝
画意，有些书法家在创作绘画作品时，会将书法中的笔力气韵
加入画作之中，于是画作中便有了更多的书韵。

在中国的书法艺术之中，其笔下线条的轻、重、缓、急、转、
折、提、按等处处都流淌着旋律和节奏，为中国绘画提供以线
条造型为基础的借鉴和参考 [7]。因此，中国书法的线条美也对
绘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也为绘
画对于生动气韵之美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绘画对于中
国书法来讲也是意义非凡，中国传统绘画又称之为水墨画，所
以传统意义上的绘画非常重视对于墨法的使用，而在书法创作
中也常会出现借鉴绘画中的墨法现象，在运笔之中，墨色之间
相互转换，干湿明暗尽在其中，产生非凡的艺术效果。

4、结语

综上所述，线条对于中国书法和绘画中来说，是最重要的形式
语言，是贯穿整个古今艺术中的，直至今天，仍然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而书法和绘画，作为同源而生的“双生子”更是
密不可分，无论是在线条的表现技法、还是在艺术审美上，两
者都是一脉相通的，但随着几千年来的文明演变，当代社会中
的书法与绘画之间几乎变得泾渭分明，对我国传统艺术文化的
发展十分不利，希望通过本文对书法与绘画之间的联系解析，
使学者在未来学习中将书画之间笔法墨法相结合，将二者之间
的关系重新连接，将我国传统书画艺术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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