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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表现与审美探讨
梁　弘

（宿迁梁弘画室，江苏 宿迁 223600）

摘要：在绘画艺术表现形式中，西方绘画注重形，中国画注重意；西方绘画注重再现，中国画注重表现；西方绘画注重光和色，中

国画注重线条，这些差异使得中国画自成一派。在中国画中，画家通过笔墨这种表现形式来充当媒介，传达着自己的审美观念、审美情

趣和艺术追求，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艺术行为。本文对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与审美技巧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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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画是世界画坛的一座高塔，历史气息浓厚，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要素。随着中国画的不断发展，以笔墨为主

的审美观念越发明显。中国画不仅是我国民族智慧的象征，还是

我国群众对世界的思考与认识的反映，更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塑

造。中国画相较于西方绘画，其观察方式以及视觉效果十分独特。

除此之外，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也非常具有趣味性，能全面呈现出

作者的内心思想。中国画不是以描述客观事物为主，而是“借物

抒情，借物言志”，更能刻画“意境”。基于此，文章分析了中

国画艺术表现形式及审美意趣。

一、中国画的表现形式

（一）中国画绘画材料

实际上，笔墨不仅是中国画的基本绘画材料，还是绘画的艺

术语言。笔墨是中国画绘画和风格的主要构成部分，这是由中国

画的特点决定的，通过历史验证发现，宣纸是中国画绘画的主要

材质，而墨汁与毛笔则是最好的绘画工具，在具体绘画中笔墨是

互相依存的关系，但是其二者还存在着互相矛盾。绝大多数的人

认为有笔才有墨、用墨才有笔，其切实体现了笔墨之意，也凸显

了中国画笔墨的应用价值与意义。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是画家

想要表达内心思想的主要工具，宋代著名作家曹勋写“画工作江梅，

粉桧良自夸。吾侪晕澹墨，一枝才数花。”而沈宗骞说也过：“笔

乃作画之骨干也，骨具则筋络可联，骨立则血肉可附。”这些皆

验证了笔墨对绘画的重要性。中国画创作是以笔墨为中心，比较

强调笔墨间的技法，俗话说笔出墨至，墨至意到，表达的便是对

笔墨的认识。

（二）中国画笔墨技法

广义的笔墨指的是中国画中运用各种专业技法的总称，狭义

的笔墨指的是我们在绘画中运用笔墨的基本方法。比如，运笔的

速度、用笔的笔法和技法，“笔”通常指勾、皴、擦、点、染等

笔法，如中锋、侧锋、竖笔、卧笔、拖笔等技法；用墨的方法，

如积、皴、渲、烘、渍等，以及焦、浓、重、淡、清的墨色变化。

就实际情况而言，用墨方面就是要在易渗透的宣纸上，掌握水和

墨的比例，以及运笔的节奏，从而使画面上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

不同的用笔、用墨技法同表现物象的点、线、面巧妙地结合起来，

以此来不断地表现出传统笔墨的趣味。笔墨的趣味一方面受艺术

家熟练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工具和材料的影响。也就是说，

只有掌握了笔、墨、纸等工具的特点，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中

国画作品，才能展现中国画艺术的独特魅力。笔墨作为中国画发

展的象征，是画家掌握绘画技法的一种手段，是提高画家艺术修

养和境界的一种方式，因此，画家要想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上取得

新的突破，就要以巧妙灵活的方式运用笔墨技法，不断寻找新的

艺术理念和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更要以心运笔，从而创造出优秀

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画讲究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借物抒情、

诗中有画，而笔墨形式是表现中国画审美情趣的重要方式，有着

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规定性。笔墨技巧要把握“度”，即“妙在似

与不似之间”。在中国画艺术中，笔墨是主体精神与观念的物化，

是一种独立于绘画作品之外的外在美，笔墨技法展现了画家的思

想情感与人格理想，与绘画内容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文人将“天

人感应”作为主要体悟方式，将情感至化的禅境为审美追求，这

种“澄怀味象”的审美特征使中国画笔墨成为精神物化的笔墨，

有着特殊的虚静、简淡、空灵之美。

（三）留白与结构

留白是中国画审美性、艺术性恰如其分的结合，通过虚实相

称创造笔墨意境，可谓“无画处皆是妙境”，尤其有些中国画山

高水远的意境需要通过留白的方式予以表现，画中之白给人一种

不可言说的冲击力，带领人们顺延画家思绪填补空白之处，使中

国画的赏析不局限于固有图像。通过画家的匠心留白使画作不再

单调，主体（观画者）与客体（中国画）有了产生交集的支点，

达到画家与观画者达成共鸣的目的，这亦是许多名家之作流传至

今依旧有一票“粉丝”的主要原因。留白具有趣味性、主题性、

创造性、延展性，其与墨色相互依赖，若无留白就不能发现笔墨

的美妙，缺少笔墨留白又显得空洞。例如，《江山图》画着一座

高山，中腰山峦横断其面，在山峦中间留有白带，画面虛实结合，

高山低谷形成对比，加之几处虚飘的屋宇衬托高屿低峦，左下方

大面积虛白中有一叶小舟，两位隐士坐在上面，营造静谧安逸的

绝美意境。中国画以意定景，依据画面结构使用疏密、开合、呼

应、宾主、虚实等技法，在此基础之上巧妙处理黑白双色的关系，

黑与白相互融合且相互影响，例如，《秋林亭子图》黑白两色平

分秋色，存在相互转换、此消彼长、虚实结合、浑然一体的关系，

在矛盾中体现和谐，使画面有韵律感，通过留白达到“静里生奇”

的目的。中国画中的留白是巧妙布局的结果，通过留白给画作自

由发展的空间并体现中国画之绝妙。

（四）题材选取

随着中国画的发展，其主题和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人

物画要做到逼真传神，突出人物的性格，最大的特点是把人物的

性格置于情境中。所以在中国画理论中，人物画往往被称作“传神”。

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这一领域的典型代表。山水画强调山水，

强调意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花鸟画以花鸟为题材，突出自

然生机，表现生机。这三种绘画根据中国画的主题来进行分类，

并以自己的特点来诠释中国画的真正内涵。中国画与其他传统文

化如诗文、书法、篆刻等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画特有的形式和

内涵。中国画一向注重与诗、书、印的结合，体现了中国画与传

统文化的紧密联系。现存的许多中国传统绘画中，都有题画诗，

把诗词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韵味。国画中的款书，

主要有时间、地点、画家姓名等方面的内容，许多画家都是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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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款书则可以用来临摹，将画与书融为一体。

（五）色彩表现

墨是中国画色彩关系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很长时间以来，

墨的运用使其产生了“墨”的概念，并形成了中国画特有的色彩

取向和审美习性。墨是色彩学中的一种中庸色，也是一种调和色，

只要在两个相邻的色块上加上一层墨，就可以使色彩和谐，从而

使整个图像和谐一致。此外，用墨来渲染画面的底色，这样就能

增加色彩的明度、纯度，达到画面的和谐效果。在中国画的画面里，

色彩的明度、色相都与墨的颜色形成了一定的协调，比如色彩鲜艳，

则墨的颜色越深，两者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这就是中国绘画中

色墨的和谐，“色不沾墨，墨不沾色”，但是颜色和墨色却协调

一致，相互补充。

在中国画中，色彩构成的明度反差在水墨中最为突出，其特

点是利用墨色的亮度差别来形成整体的效果。古人云：“墨分五

色”。中国古代绘画对墨有“干”“焦”“浓”“湿”“白”之说，

解释为墨的颜色有深浅、浓淡、干湿等多种层次。清代《绘事发微》

中有一句话：“使黑不分，是无阴阳明暗；干湿不备，是无苍翠秀润；

浓淡不辨，是无凹凸远近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中国画中，

色彩的改变和明度的对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中国画中，明

度的反差与西方绘画色彩经过调整之后再使用不同，中国画墨色

是随机的、自然而然地形成。明度色彩在中国画中有低明度、中

度和高明度三大类。低亮度的墨具有焦、浓、深的特点，这种对

比可以使画面显得厚重、苍凉、厚重。谢时臣的《华山仙掌图》，

以中山石的开阔法和披麻皴，以重墨点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黄宾虹《宿雨初收图》的作品，其构图的暗淡，主要是由于他的

点、染、皴、擦而形成的。中明度的墨色具有湿、重、干的特点，

这种明度的反差可以使画面显得含蓄、柔和、暮色。高明度的水

墨具有浅、清、淡的特点。明度的反差可以让画面变得明快、响亮、

优雅、活泼。

二、中国画的审美意趣

（一）意境之美

中国画讲究的是“诗中有画，画里有诗”。物象的特点与作

者情感的恰当表达使得中国画具有诗的意境，而情景交融的意象

则是一种诗意的必要组成。“意中有意，味外有味”才是诗意。

单纯追求形象，追求写实都会让人觉得枯燥。比如，邓维新先生

的绘画，具有诗情的意境，显示了他品格的高尚和学识的渊博。

他高瞻远瞩，以诗情和笔墨，开创了花鸟画新境界。又如颜泉的《群

鹭图》，只见四只白鹭在清澈的湖面上盘旋，引颈长鸣，一只仰着头，

一只伸长了脖子，看起来很是冰冷，姿态略显夸张，以示“警觉”。

画家用笔很是流畅，很有节奏，富于技巧，笔锋稳准，随着用笔

的转动，墨色就从深浅变成了暗淡，将水墨的柔韧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近处，芦苇丛生，芦叶倾倒一片，我们能听见风吹过芦苇的

声音，眼前一片空旷。整幅画面宁静、祥和；白鹭的“警觉”更

增添了画面的鲜活和趣味。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意境，让人心旷

神怡！中国画的精妙在于“意”，一副有意境的画，常常是把画

家的意念以笔墨为媒介，诉诸物象，达到“画外有画”“无中生有”，

留给观赏者充足的想象空间，让观众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寻找

“画外之趣”。绘画的意境，在于内敛，而创作，意在笔先。

（二）自然之美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要仰仗自然，山水、鱼鸟、花虫都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大自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滋养着全人类。画

家在自然界中生活，首先要把自然的景物表现出来，如花、草、木、

禽、鸟、虫、石、树等，用艺术手法来表现，从而激发人产生意

境美的客观感受。山水花虫之美是大自然的造化，是一种自然之

美，深入其中可以体会到一种深邃、朦胧、清新、静谧的神秘和

野趣。中国画里的桃花，五瓣为一朵花，花心带着一丝淡淡的青

色，用笔尖呈现花瓣的尖端，这样，花瓣的颜色就会由深变浅，

到花瓣的尖端变成浅浅的，让它看上去更加的柔美，线条流畅，

就像是春日的桃花，又像是刚从春暖花开的桃园里摘下来的单瓣、

复瓣……栩栩如生，充满了大自然的清香，泥土的味道，让人想

起了“桃子的每一天，都在燃烧。”

（三）生命的美丽

艺术的生命源于创造，如果没有生命，它就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辛国先生的动物绘画的基本理念就是“不负生活”。

他曾经说过：“我爱生活，是生活给予我热情，让我创作的动力

与日俱增，是生活赋予我章法，是生活赋予我笔墨，是生活赋予

我对艺术的执着。”他的人生阅历丰富，笔下的每一只鹿都有精

妙之处，都源于他对鹿的敏锐观察，对鹿的表情和动作的细微捕

捉。他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对生活进行精炼，

以达到更高、更理想的艺术境界。从这些艺术品来看，生命之美

充斥在各个角落，从苍穹到一望无际的湖水，从蜜蜂、豆娘、蝴

蝶，应有尽有，牵牛花，梨花，杏花，牡丹，杜鹃，绣球花，葡萄，

石榴，玉米，南瓜，春燕，鸭子，和平鸽，都是画家的主要素材。

这些素材表现出的乡土气息、生活气息和生活趣味跃然纸上，使

人倍感亲切，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爱恋与憧憬，重现一幅幅充满生

活美的画卷。

（四）诗性之美

人们常说山水画注重“气势”，而花鸟画则注重“情趣”，

绘画是画家将自己笔下的动物和植物赋予人类的性格，让它们看

起来像人一样，仿佛充满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以此传情，中国

画自古就擅长于此道，不同于西方的现实主义绘画，这是中国画

的一大特色。画梅花代表着高尚的品格，画松花菊代表着忠贞，

画鸳鸯代表着永远不分开，画鹤代表着长寿的祝福，所以，画家

在作画的同时，也是在抒发自己的情感。

三、结语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画就已经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

从古至今，中国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均具有当朝的经济特征、

政治特征，同时具有时代特征，内容也非常丰富，表现形式也多

样化、独特性。创作中国画，画家不能限于单个对象，而是要胸

怀宇宙，窥见整个历史，在画中表现人生的奥秘，这也就是中国

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最大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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