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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在中西方绘画创作中的意义 
陈师宇 

（太原科技大学  030024） 

摘要：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它贯穿于中国绘画创作的全过程，是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的核心。中西方绘画在意境上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出东西方绘画创作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特点。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 重要的范畴，也是中
国艺术精神 基本的价值所在。研究中西绘画创作中意境的不同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对提高我们的绘画创作水平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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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artistic conception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 

Chen Shiyu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030024） 

Abstract Artistic conception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which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ese painting creation and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theor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which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ainting creation in different times. Artistic concep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ateg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and it is also the most basic value of Chinese artistic spiri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its caus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our painting cre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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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境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它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

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审美范畴。意境产生于人对事物的主观感受，
它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人的主观情思和审美理想在事
物中的反映。“意境”一词 早出自于《庄子》一书，原文是：“大
匠不为拙工改雕饰”。“意境”一词在古代就有了，但是一直没有一
个明确的定义。直到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夫画者，
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这段话表明“意境”一词是对
绘画创作的指导思想。虽然《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绘画是指人物
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但是其中提到的“意境”一词是 早出现
在《庄子》一书中。这说明了古代人物画和山水画已经具有了意境
这一概念。中国绘画之所以能达到“神品”“逸品”“妙品”“神品”
等较高水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绘画的意境得到了充分表现。 

二、中西艺术精神 
中国艺术精神主要表现为意境。意境是中国艺术精神 基本的

价值，也是中国艺术精神 基本的审美追求。在中国古代，人们用
“意境”这一概念来表达艺术的 高境界。《文心雕龙》中有“意在
笔先”之说，又称“意境”，意指作家心中的物象。在这种情况下，
艺术作品的境界，即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境就是作者内心情感与
现实世界交融而成的结果。在西方艺术精神中，意境是指艺术家通
过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通过创造出形象、线条、色彩等绘画
语言，表达出作者内心的感受。在西方艺术家看来，意境是一种自
由，是艺术家通过自己对生活观察和感受而创造出来的作品中所体
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境界。 

1.艺术精神 
中国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以意境为代表的艺术语言中，意境是

艺术精神的外在表现。艺术精神是指艺术家通过自己对生活的观察
和感受，把自己内心情感和现实世界融合在一起，通过对自然景物
的描绘和创造，表达出自己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例如，李白曾
有一首《月下独酌》中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之句。在这
首诗中，诗人李白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表达出自己对美好事物
的向往。这种意境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 

西方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对自由、个性和艺术创造的追求中。
在西方艺术史上， 早有希腊雕塑、绘画等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主
要是艺术家通过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这些作品是艺术家个人精神和情感表达的载体。在西方
艺术精神中，艺术创造不受任何拘束，只要艺术家内心深处有灵感

就可以进行创作。 
2.艺术的本质 
中国艺术精神的基本价值是意境，但意境不是抽象的。中国艺

术精神的 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天人”二字来自《论语》，“天”即
是自然，“人”即是社会，自然和社会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一个整体。
在西方艺术精神中，艺术与现实世界没有直接的联系，艺术通过艺
术家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而形成。在西方艺术家看来，现实世界和
艺术世界完全不同。艺术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境是艺术家在现实
世界中所感受到的一种自由状态。这种自由状态使艺术家与现实世
界相融合，使艺术作品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使两者在相互融合中
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体现在绘画创作中就是作品中所体
现出来的一种自由、自然和谐与平衡。在西方艺术精神中，意境是
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与现实世界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生命。
这种自由、自然和谐与平衡在西方艺术精神中，使西方艺术家们从
内心感受到自己与现实世界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生命，并将这种新生
命融入到作品之中。这种新生命就是作者内心情感和现实世界所交
融而成的一种精神境界。在西方艺术精神中，意境是一种自由和自
然，是一种自由与自然融合而成的新生命。在西方艺术精神中，意
境不是一种抽象思维和艺术追求，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
因此，西方艺术家们从内心感受到自己与现实世界相融合而成的这
种新生命就是意境，这种新生命就是作者内心情感和现实世界相融
合而成的一种精神境界。意境具有超越性、自由性、超越性和独立
性等特征。 

3.中国艺术精神和西方艺术精神的不同之处 
在西方艺术精神中，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美，而这种

美是通过艺术家内心情感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构成的。西方艺术
家在创作时，其内心情感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会被作者表现出来。
同时，这种情感也会被画家记录下来。在西方艺术精神中，艺术创
作的目的是表达艺术家对自然的观察和感受，因此，西方艺术精神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艺术创作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中
国艺术精神以意境为核心，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也有“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之说，这说明意境对中国古代绘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和意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意境
与中国绘画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而西方艺术精神是一种自由、抽象
和浪漫的精神状态。这种自由、抽象和浪漫的状态是西方人对于生
活和自然观察和感受后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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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对中西艺术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意境在中西
方艺术创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西绘画创作中的意境 
在中国绘画艺术中，意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古代文

艺理论家提出了“意境”这个概念，而“意境”是与“象”相对立
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
以说是艺术家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而这种主观感受的产物就
是“意境”。意境也可分为主观境界和客观境界，中国绘画艺术的“境”
主要指客观世界的物象，即笔墨构成的物象。而中国绘画艺术中的
“意”则主要指艺术家内心的感悟、理想和审美情趣。以笔墨构成
物象是中国传统绘画中创造意境的基础，而在中国绘画作品中表现
出来的“意”则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基本的价值所在。那么，中
西绘画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意境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1.哲学思想的差异 
中国哲学思想受道家和儒家影响较大，道家思想重视事物的内

在矛盾，提倡事物的本质，强调天人合一。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提倡在自然中发现美，追求一种精神自由。道家思想对中
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绘画作品中体现出
一种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儒家思想则注重事物的外在形式，强调
礼乐制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儒家思想认为艺术应该体现
出社会规范和礼仪制度，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儒家思想
在中国绘画艺术中体现出来的意境是含蓄、内敛和含蓄。这种哲学
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绘画艺术中“意境”概念，“意”是表现作品
情感的内涵，而“境”则是外在表现形式。 

2.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差异 
中国绘画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天人合一”，把

人放在自然的环境中去感受，去认识自然。人们认为艺术的本质就
是表达人的感情和思想，艺术是艺术家对生活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反
映。正是由于这种“天人合一”的认识方式，中国绘画作品所表现
出的意境是一种主观情感与客观世界相互交融的产物。而西方绘画
艺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艺术
是表达人类主观思想和情感的一种手段。因此，西方绘画作品中所
表现出的意境往往是一种客观事物与艺术家内心主观感受相互融合
而成的产物。另外，西方绘画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意境还带有一定
的宗教色彩，通常是艺术家通过自己对客观世界和人生经历的深刻
认识，通过画笔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和人生情感等方面的深刻理
解。因此，西方绘画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意境更多地表现了艺术家内
心情感和精神世界。 

3.民族传统文化差异 
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中西方绘画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意境也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讲究天人合一，
同时注重内心感受。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吸收
了西方艺术中的造型、色彩、透视等基本因素，而且也吸收了中国
书画艺术中所包含的意象和意境。而西方绘画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则
更注重写实和逻辑表现。中西方绘画作品表现出来的意境虽然有一
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西方绘画创作中所体现出
来的意境也受到了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影响。中西方绘画创作中所
体现出来的意境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
不同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出的不同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
正是这些不同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差异性因素，使中西方绘画作
品表现出来的意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四、意境与审美价值 
意境是指绘画创作中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

它是艺术的 高境界。西方艺术精神的 高追求是美，西方艺术家
从主观出发，以美为美，从自然万物中捕捉美的元素，以达到美的

高境界。中国绘画从主观出发，以意境为 高追求，它与西方艺
术精神正好相反。中国绘画中的意境主要是指画家对客观事物的主
观感受和内心世界的写照。例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夫画道
之中，水墨为上。以色会其性，以形写其心。”画家们通过对自然景
物的观察和描绘，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画面中，从而展现出客
观物象所无法表达出的意境。而西方艺术精神的 高追求则是表现

客观物象与人类社会之间所产生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反映人类社会
对自然世界所产生的反应。因此，西方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主要是
通过客观事物来表现主观思想和情感，如透视学、解剖学等科学知
识也被运用到绘画创作中。 

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都具有审美价值，但在审美价值上存在着
较大差异。中国绘画追求“以形写形”、“以神写神”、“神韵”等审
美特征；而西方绘画则更加注重形式和技巧。中国绘画更多地关注
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的事物特征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西方绘画更
多地关注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这种差异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在思维
方式、艺术精神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也体现出中西方艺术家在
创作过程中所追求的审美价值不同。 

1.中国绘画“以形写形”、“以神写神”、“神韵”的审美特征 
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创作过程，它强调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要与自然相融合，并且要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将人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到自然事物中去。因此，中国绘画创作过程
中强调“以形写形”、“以神写神”、“神韵”等审美特征，从而能够
使艺术家的情感得到表达。若徒以形似，不能舒其心志者，则于画
何补？”因此，中国绘画创作过程中强调的是艺术家对自然事物的
观察和描绘，并通过这种观察和描绘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入到绘画
作品中去。这种主观情感使中国绘画具有一定的意境美和审美性，
从而能够满足人们审美需求。 

2.西方绘画注重形式和技巧 
西方绘画在创作过程中注重形式和技巧，而中国绘画在创作过

程中注重意境的表达。西方绘画注重形式和技巧，是由于西方文化
崇尚理性，西方艺术精神的 高追求是美，因此，西方画家在创作
过程中会运用大量的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来分析事物。比如，西斯
廷教堂的《 后的晚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都是西方画
家通过科学知识来表现对事物的认识。在中国绘画中，画家一般会
运用主观情感来表现对事物的认识。例如，徐悲鸿在《奔马》中描
绘了马在奔跑时所表现出的姿态和动态。徐悲鸿在《奔马》中运用
了“静物画”的绘画技法。而西方绘画注重形式和技巧主要是由于
西方文化崇尚理性、崇尚科学。这种理性思维反映在绘画中，就是
画家运用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来分析和认识事物。比如，达·芬奇
在《 后的晚餐》中运用了“透视法”来表现画面中人物的关系，
使用了“明暗对比法”来表现画面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中西文化在
艺术精神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审美价值方面却有相同之处。这
种审美价值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追求意境的特点。而西方艺术精神
则更多地强调客观事物与主观思想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体现出
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 

五、结语 
意境在中西方绘画创作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审美特点，其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发展到了各自的文化艺术体系之中。
中国绘画艺术以其特有的民族精神和艺术语言，在世界艺术之林中
独树一帜，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
不同，导致东西方文化在艺术领域中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各自独立
的特点。我们应不断地研究中西文化融合的新特点，并在此基础上
创作出更具特色和富有审美价值的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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