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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刷脉镂叶”的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期间，社会动荡，艺术表达和人文主义理论空

前活跃，这使得山水画也呈现出特有的表现形式。中国山水画

的审美功能和价值在南朝宗炳的著作《画山水序》中首次呈

现，此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中也有

更加完整的总结概述。当时的山水画并没有独立，而是作为点

景和陪衬所在。我们可以纵览魏晋时期的洞窟壁画作品，细看

图画中的树木形象，大多只是简单的勾勒，并且是以单线的形

式粗略表现。 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中出土的，来自

于晋代的《纸画墓主生活图》，只是简单采用了全景式构图就

把墓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跃然纸上：天空有北斗七星和月亮，

地上有树木舒展的枝干，人物、车马、日月星辰、田野、树

木，好一副人间美满的景象。同时，画中的树同样也是目前有

图可考的最早的纸画树木形象。

在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中，树木多以双勾填彩为主，

线条生动流畅，这是受到了当时人物画线描的影响。树木设色

浓郁，造型上好似展开的扇子；树头的造型远看像一组一组成

群的菌类，以单线勾树枝，树叶用双勾排列组合，十分具有装

饰性。在《洛神赋图》中作为背景的树让人过目不忘，这不仅仅

是在于它独特的造型在画面中起到了烘托作用，最重要的是表明

了在这个时期树木的表现方式已经开始被画家所重视，不再是了

了几笔单线勾勒作为衬景了。正如梁元帝萧绎在谈对树法表现的

见解时说道：“??树有大小，丛贯孤平;扶疏曲直，耸拔凌亭。??桂

不疏于胡越，松不难于弟兄。”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对山川中

的树有了进一步的关注，不仅仅是要单纯刻画其外形形状，更应

该注重其情感色彩。

2  “刻画之法”的隋唐时期

根据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中的记载，在隋唐壁画

中，有较多完整和独立的山水画作，内容、题材、用笔方法和着色

形式都显得十分丰富和多样，其所画的树木风格更是有空前巨变。

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上有非常大的影响。

画中的近景有特写的树枝，用了双勾加以赭石填色，崎岖的山坡

用石绿微微着色，树木的外形变化有大有小，有高有矮，全景式

的构图描绘了自然和真实的景观。画家把粗壮的树干质感纹理表

现得淋漓尽致，宛若天成。树叶的描绘用了双勾介子点和没骨花

青大点，细看用笔上也有缓急，这和六朝时的稚拙气大相径庭。不

仅如此，此时期的树法表现在空间布置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俯仰姿态上有了起伏。对比《洛神赋》中的树，《游春图》中的树

形象略显单一，人物和树木、山石的比例也有所失调，但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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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发展上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青绿重彩，工细巧整”新

时期的到来。当时的“二李将军”之一李思训所作的《江帆楼阁

图》中，出现了大量树木植被，他画树的方式大多是采用双勾的

画法，结合没骨填染。除此之外，他的树之所以有一种刚劲挺拔

的感觉，在于他非常注重树木纵向发展的势。画中集数种树木于

一体，设色浓重、笔调细密。常以石绿、石青进行点染，并根据

不同的景物进行适当渲染。树木形态各异，并用皴法表现树皮褶

皱凸凹，这更有利于表现树木的形质。曾经画面中的人物主体，此

时成为了松林中的点景，树成了画中主要刻画的对象，种类也丰

富起来：有茂密生长像扇一样的松树，有俯在地上矮矮的灌木丛，

有刚出枝才只生了嫩叶的果树，还有穿插在不远处的杨柳……作

者细心地总结了各类树木不同的表现方式，以达到求真写实的效

果。

隋唐五代，佛教禅宗社会思潮盛行一种“人不如天地山川，不

如草木霜露”的人生态度，文人心中的隐逸情感把大河山川化作

了抒发情感的载体，山水画也由此逐渐独立成科。在王维之前，很

少人用水墨来表现山川，而他选择了水墨淋漓的方式来代替了前

人的青绿勾填，成为“水墨山水画派”的创始人。他在《山水诀》

的开篇说到，“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

功。”他认为水墨能直抒胸臆，“破墨”能很好地表现出洒脱气概，

正是他开拓了南派水墨山水的新风。从其《长江积雪图》中的树

法表现中，能看到他既延续了前人双勾点彩的画法，又有严谨的

刻画造型。近景树木的表现既丰富又有变化，树枝自然弯曲，有

舞动的轻快感，为了使树枝主体更加丰富，还添加了一组点状的

枯叶作为衬景。枯树上的赭石色在视觉上不仅有醒目效果，也和

树梢上细密短促的树法线条形成了对比。王维善画雪景、冬树。显

然，在题材上他已经有了主观意识的挑选，并开启了一种自然人

生观的新山水图式。可见，这一时期的绘画审美己经发生了质的

变化，由注重外形转而注重内心世界，由重视形似转而注重神韵，

摒弃了青绿山水画中浓重的装饰性。

3  “道法自然”的五代两宋时期

五代时期，天下大乱，文人失意而无望，便放浪形骸于山

林。社会的动乱促使山水画出现了新的面貌，在此也涌现出了很

多优秀的山水画家，荆浩就是其中一位。他因逃避战乱，在太行

山洪谷耕耘一块自己的粮地，耕地之余，便对景写生。他在画论

著作中曾记载自己在太行洪谷隐居的场景，他被自然环境下生长

的异形松树所吸引，常常带着画笔到松林中去写生，经过长时间

的总结刻画，得以展现其真实风貌。这正是情景交融才能得出的

“神形兼备”。从《匡庐图》中右下角近景的几棵乔松，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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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浩的写实能力了得。散布在石头斜坡之间的枝干各有所势，

干笔勾勒使其苍劲有力，松针的线条坚硬无比，还用了反复晕

染的技法使松针看起来更加地茂密繁盛。即使没有设色，也可

以想象出它们枝繁叶茂，正值昌盛的时期。树干用淡墨描绘，

树木与茂林密集结合，十分富有变化。不远山坡上的毛驴和

人，成为了画中的点景。荆浩对树的表现如此生动，与他长年

坚持不懈的对景写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代初期，南方地区的社会稳定，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

展，商业经济的发展使知识分子备受推崇。皇宫贵族也非常喜

欢绘画，这成为了绘画艺术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当时的山水

画可以说是继承了五代的艺术风格，完善了“图真”的绘画观

念。也就是说，艺术家非常重视自然的真实感受和作品，并且

非常注重绘画中的体积和纹理的表达。被视为南派山水画鼻祖的

董源，擅长描绘长江以南的风景。

《潇湘图》是董源的代表画作之一，他的画作风格异于北

派山水雄浑刚烈的特点，带有一种平淡天真的趣味。画中大多

数的树木都是灌木类，有茂密的树头，向上郁郁葱葱。山村、

渔村，生动地表达了长江以南河畔山丘的美丽景色。树干用轻

墨渲染，皴法以相对整齐的短线为主，直截了当地勾勒树干的

外形，并用墨点表现远山上的植被，使茂密的树木和连绵的山

川相融合。这不仅很好地展现了南部景观多雨、潮湿的特点，

还从视觉上给人以一种“可游、可居”之感。

还有一位画家李成，他继承了南朝宗炳山水的“以形媚

道”，将四时变化的感知绘入画中，因此，他的树法有一种

“瘦硬”的感觉，这取决于他多以刻画冬天的枯树为主，画面

中所表现的是一种飘渺清旷的美感。在勾勒枯树的时候，着重

了对出枝的表现，由于是枯树，没有树叶的刻画，他把所有的

笔法表现都用在了树干和树枝上。他的树法轮廓并不明显，更

多的是使用不同深浅变化的墨色来强调树的结构。树干扭曲蜿

蜒，连同生出的细枝也有弯曲的动态，有趣的是，画中的树枝

并不是所有的势头都往上，反而有的垂直往下生长，这样形成

了一种拉伸的张力感。而他所用的皴法并没有强调树干的外形，

而是连勾带皴，同时兼以淡墨分染，因此，即使近观也有一种

缥缈千里的感觉。我们从《读碑窠石图》中不难看出，画中

的枯树盘根错节，古怪嶙峋，相对于一旁的无字石碑来说，其

物理属性要柔软得多，因此，李成在画石碑的时候，用中锋勾

勒而出，这样便使得石碑的质地坚硬，这与枯润的树木特征形

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他在表现不同形态质地的形象时深入的思

考，亦说明了他对大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高超的写实能力。

北宋时期的杰出画家郭熙，他所用的树法宗法李成，力求

营造一种荒寒萧瑟之境。他画中的树木更加密集，后代称之

“蟹爪”。目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早春图》是郭熙的

代表作。这件作品安排在山间缭绕的云雾，非常巧妙地暗示了

初春的季节属性，可见作者对季节的感知和把握非常之准确，

也正是画中季节交织的变化给观者带来了无尽的遐想。郭熙的树

是灵活而有趣的，弯曲的树枝如同少女曼妙的身姿，好像就要

在春风中起舞。图中近景的两棵劲松是整个画面的支撑，树枝

藤蔓的笔法飘逸，但有些树枝却有弯曲的动势，好像在扭动一

样，好比董其昌所说的，“画树之窍只在多曲”。

所谓“宋画求真”，即宋人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达到了非常

精细的程度。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文化

较为开放，人民生活安康富足，君王器重文人，一些士大夫和

统治阶级也都从事绘画活动。此外，老庄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美

学理想备受推崇。北宋山水多为全景式，画面宏大而精微，到了北

宋时期才转为小景，重情趣的表达。总的来说，宋代的树法表现都

是较为写实的，呈现了许多含蓄而深刻的传世作品。画家大多都是

通过观察描摹来理解自然，他们对于笔墨的艺术效果有了深刻的认

识，并在连续创作中细化了对象的表达语言。

4  “笔墨情趣”的元明清时期

元代山水画的风格有了重大突破。由于异族统治，传统汉

人和汉文化地位受到排挤，导致院体画衰落，文人画得以兴

起。以赵孟頫传世最早的纸本山水画作《鹊华秋色图》为例，

画中描绘了济南两个郊区中两山之间的景象，其柳树与丛竹的画

法吸取了董源的精髓。由于同是表现江南的景致，在构图和配

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比董源的树法，赵孟頫画树叶的形

态和用笔更加丰富，这也得益于他对书法的独到理解，在画画

时强调了用笔的中锋变化，书写意味加强了。细观图中的柳

树，与之前说到的唐朝李思训所绘的柳树相比，前者更注重柳

树自然形态的刻画，除了双勾填彩，没有过多的淡墨积染；而

赵孟頫的柳树则更加朴实天真，垂落的柳条分成几组，在视觉

上也有分布错落之感。除此之外，赵孟頫还以纸本作画，利用

了宣纸的吸水性，在行笔过程中加强了笔与纸的摩擦力，产生

的线条有毛、涩之感，边缘有虚实形态，论者称为“渴笔”。

画中两座山丘左右对应，站在平原上纵向深远。山坡的皴法用

了披麻皴、横解锁皴，树法所体现出的空间关系相对于北宋而

言也变得更加复杂。

到了清初，由于沉重的压迫，社会思想和艺术创作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景象。文人和画家用各种形式的社会思潮来表达对黑

暗现实的不满，遗民画家龚贤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山水画在以

他为首的“金陵八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主要是在于他层层

皴染的技法。他的画面中呈现出不同形态板块的重墨，使其画

风沉雄深厚，笔墨在含蓄中追求遒劲之感，创造了独立千古的

笔墨形式。其《夏山过雨图》中的树干只勾勒轮廓皴法，而

树头的枝叶用反复的点染变得厚重茂密，此时的树干成为了留白

的部分，而枝干的形态在厚密的点染中对比而出，这不但形成

了一种类似于现在版画的质感，在画中还与岩石中相对密集的皴

法形成鲜明对比。浓密的叶子经过他多次的点染从而形成了无尽

的黑色，从稀叶树或寒林中，龚贤所画的枯树寒林多重勾或无

数遍皴染。他画树木同样多用中锋，这不只是追求单个形象的

写实，更加贯通了树丛的厚实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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