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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山水画画面布局与笔法研究 

——以“晴峦萧寺图”为例 
蒋莹莹 

（西京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123） 

【摘  要】在中国的山水画发展史上，宋代文人水墨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宋代绘画的发展是在魏晋、唐五代的绘

画基础上茁壮成长的结果，并且当时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为绘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使得这一时

期的绘画有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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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期，我国杰出的画家数量多、种类全，非常值

得我们去研究。当时的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
都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
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当时的皇帝非常重视绘画的发
展，宋徽宗所举办的宫廷花苑更是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
的财富。范宽、张择端、李公麟、李成、夏圭、郭熙等也
是当时的代表性画家。李成师承荆浩、关仝。继承、发展
了唐以来的风格，李成的风格在宋代就已经有着广泛的影
响，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全国的画家皆以仿李成为荣，李
成被推崇为“古今第一”，又有“齐鲁之士，惟摹营丘”
之说。直至后世这种影响也依然存在，可以说李成在北宋
乃至中国传统山水画史中的地位是显著的。 

对绘画作品的分析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分析
一幅绘画作品，其中的图示、笔法、文字记载、构图等都
很重要。可以从这些方面观察到作者创作时的心境，以及
对所处年代的了解。不过因为知识是有差异性的，现存的
很多分析理论大多都有所偏重，并不能非常全面且绝对客
观的评价，不加以取舍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就会使自身
学习陷入误区。李成的传世作品数量很少，并且存在争议，
因此这里着重对“晴峦萧寺图”中山水画画面的布局与笔
法来进行研究。 

1  李成绘画风格形成因素 

1.1  宋代的社会情况 
宋代是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诞生了

著名的理学思想。这个思想不单对当时社会中人民的思想
产生了影响，也深刻影响了画家们的作品。在理学“格物
致知”的思想下，画家们对于事物以及画面的观察也变得
更加细致入微，这也就使得宋代的绘画更加注重写实。 

当时整个大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对绘画发
展也影响极深。在政治上，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治并立
的局面已经开始逐步走向统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加强。在经济上，整个经济重心南移，商品经济也高度繁
荣，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也逐渐进入新的高峰，在这个背景
下山水画开始兴旺，并开始向多方面发展，这个时期多数
艺术作品开始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社会环境稳定且繁
荣，催生出来了一大批质量高并且有时代意义的绘画作
品，我们所提到的李成，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的
画家。 

1.2  人物生平与画风的形成 
李成的一生命运多舛，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青州推

官，在当时的社会下，这样的条件也能很好的培养李成。
家庭背景使李成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且李
成自幼就能够博览经史、爱好赋诗。但是他的一生都郁郁
不得志，终日郁郁寡欢，只能将所有的情绪表露在画面上，
最终醉死他乡，也是非常悲惨的一生。 

也正是因为李成仕途上的不顺，才能使李成能够醉心
于山水画的创作，这也是历史上很多文人骚客都有的一个
共同特点。不过也恰恰是他在生活上所遭受的这些苦痛折
磨，才能使李成的作品饱含情感，最终成为经典，也为世
人所传颂。也许正是因为他生活上的苦痛折磨，才使李成
的作品取得这样一个高度。 

1.3  对前人绘画的学习与研究 
相传李成师承荆浩与关仝，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就可以

发现，李成在山水画画面上的用笔却与他们没有相似之
处，更多的是取其神。我们可以看出李成笔下的树石大多
是非常有力的，笔线细但是挺劲有力，充满了力量感，就
像有一种不屈的倔强精神。在树枝的画法上他继承了关仝
的鹿角画法，但同时也通过观察自然自己进行总结归纳，
表现出了一种像蟹爪一样的树枝形态。这些树与山石的技
巧能够将现实景物生动地表现出来，同时还能体现出李成
的个人特点。 

1.4  地理环境的影响 
这一时期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绘画中南北派

的风格差别非常明显，主要是地貌特点上的差别非常明
显，进而出现了北方山水、南方山水，这些差别是非常巨
大的，不过这也为画坛的繁荣与多样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
条件。当时的李成就属于典型的北派画法，李成主要以山
东的山石树木为观察写生对象。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不
仅能体会那种北派山水的壮阔之情，并且也能体会到画家
作画时的心态。 

2  李成笔墨技法的表现 

2.1  画面中的布局 
李成在山水画的构图上更加重视幽平之境。“平远”

与“高远”“深远”相比，更能表现山水画得以成熟的精
神性格。李成的代表作品“晴峦萧寺图”与他其他的作品
相比，“平远”的表现是较弱的，这幅画用的是“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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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远”相结合的构图。画面中的山石走向是左右延伸
的，画面近景处映入眼帘的是平地与微缓的丘陵，画面之
中的水面非常开阔，画面的中景处有一座寒林佛寺，远景
处有高山耸立，紧接着画面中的左右远山、瀑布渐隐于雾
霭的烟云之中，这样的构图也拉大了空间的范围，在一定
程度上减缓了画面中的险势，使得画面看起来就显得更加
协调平稳，有稳如泰山之势。进而营造出了画面“平远”
的布局特征。 

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一直被认为是十分有特色的构
图方式，其实不光是散点透视，中国的传统绘画历来都很
注重伦理比例。比如常说的“幅无大小，必分宾主”就是
对这一思想的阐述。画面中的一切元素都在尊崇这一原
则。中国的山水画自然是离不开风水二字，从风水角度来
看这又被称为“察砂之法”，强调画面中各元素之间的主
宾与联系，如何在一幅画面中存在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晴
峦萧寺图”之中的主峰高耸，各个景物之间也都相互联系。
水面开阔平静而又有曲折蜿蜒之势。在中国山水画中水口
的设置是尤为重要的，画中多处溪涧、瀑布的安排都颇为
巧妙，这也使得整体有一种贯穿画面之气，使画面的透气
性增加，并且画面的整体效果看起来更加合理。 

2.2  李成所画的山石特征 
李成的画面内容大多取材于他所生存的环境之中，齐

鲁平原的山势较为平缓，地质结构上多为断裂构造，这就
使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不断增加。“晴峦萧寺图”中山石结
构坚硬又带有圆润的感觉，褶皱层叠，已经不太有荆浩的
风格，倒是颇具关仝“石体坚凝”的特点。技法上他采用
的是“雨点皴”，随着山石的走向，笔法、墨法也有着浓
淡的变化，也显示出了齐鲁之地的厚重感。整幅画面又经
过整体的层层烘染，笔势上变得统一，使整体画面更加和
谐。此幅画在描绘山石时运用的是中锋线条勾勒，在行笔
上分轻重缓急，在对有些地方勾勒后墨色没有干的情况下
略加渲染，使得山石勾勒的痕迹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虚
实相生，画面也因此显得异常生动。山石完成以后缥缈生
动，山石的形状就如同云在滚动，这种奇特的山石画法就
是所谓的“卷云皴”，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山石的造型像云
朵一般而得名，可见古人在画面的经营上下足了功夫。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当了解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在我
自己临摹李成“晴峦萧寺图”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李成画
面中，每一块石头的外形都惊人的相似，有些外轮廓型酷
似一张张的人脸侧面剪影。它的每一块山石造型都是先轻
松地凸起一些，然后凹进去，再突出来，这样一来一回像
极了额头的突出与眼窝的深陷，之后又有规律的起伏，最
终构成一幅剪影一般的人脸。并且每块石头的造型朝向左
侧的轮廓线都非常像一张张的面部剪影。以上均为个人临
摹时的发现，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也许是画家个人绘画习
惯所形成的巧合，但也有可能是有意经营而为之。 

2.3  李成笔下树法的特点 
在李成的“晴峦萧寺图”中可以看出，李成对于枯树

的处理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的。画面最前面的那一组树是
比较高的，进曲远直，上面缠绕着繁密的藤蔓，树干用重
墨勾勒，枝条的处理上疏密交叉，整体的感觉非常强劲有
力。在画面之中，李成为了突出刻画寒林树木的主体特征，
树木用笔清劲瘦硬并且坚韧，又以淡墨来进行少量的渲
染。值得注意的是，李成所画的树，在树疤的地方不画墨
圈，中远处的树、小枝条用中锋行笔来表现，多用湿墨，
蟹爪树枝，张力十足，与近景清晰的枯树形成对比。进而
给人呈现一种刺骨扎手的感觉，虽是枯树却给人一种非常
强力的感觉。树的绘制上多用焦墨，用笔曲折并且富有变
化。整幅画面用墨来营造苍茫浓厚的画面意境。整幅画无
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细节之处看，都是非常禁得住推敲
的。 

3  李成作品对后世的影响 

李成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的影响不
只是局限在现代社会，在古代社会中也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他的山水画在北宋时期，不仅影响了宫廷画院，而且
影响了平民百姓，当时学李成的人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
民百姓数不胜数。在当今社会之中，一些近现代画家也受
到了李成绘画的影响。他们通过临摹，继承了李成绘画风
格之中的苍健、遒劲、蓊郁、沉凝等艺术特点。黄宾虹晚
年学习古人的绘画时，李成也在他的学习之列，由此可见
李成对后世的影响。当代的美术教学都很注重写生这个环
节，平时临摹古人的作品用来锻炼笔墨的技法，扎实水墨
绘画的功底，在写生的过程中，可以把平时临摹的技巧运
用到真山真水中，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这也是古
代笔墨创作在现代绘画中最直观的应用。 

在临摹“晴峦萧寺图”的时候，我的收获颇多，并
且也发现了自身的许多问题，在技法上掌握不足、空间
表现弱以及对笔墨的掌控力还需要有很大的提升，还有
那种画面中的生命力也是我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凡事
都有两面性，这也造成了写实主义转向程式化发展，一
定程度上也为后世山水画的僵化埋下了隐患。山水画在
新时代融合了更多的元素，画面的表现形式也开始多样
化，加入了许多现代的元素及构成。但是这都是在古人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社会发展变化如何他们的功
劳都是功不可没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古人绘画的时候，
不能够一味的追求完全相似或者绝对的雷同，我们还要
有所经营的进行运用，将古人留下的技术财富更好地运
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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