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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色彩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价值研究

韩　莹

天水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水市文化和艺术研究所　甘肃天水　741018

摘　要：中国画，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色彩运用更是研究中的重点。色彩，既是情感的载体，又是

文化的象征，其背后的意蕴值得深入探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其中，色彩运用作为中国画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和现代价值。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中国画色

彩运用中的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价值。通过分析中国画色彩的历史演变、文化内涵和现代应用，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

社会意义。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还能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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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世界绘画史上，中国画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表现出

别样的艺术魅力和精神内涵。中国画色彩运用历史悠久，早

在古代就已形成了独特的色彩体系。古人通过观察自然、感

悟生活，逐渐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色彩语言。

在古代，中国画色彩的运用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以北宋时期的《清明上河图》为例，画家张择端运用了墨色、

淡彩等手法，将繁华的市井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画中的色

彩运用恰到好处，既突出了主题，又体现了古代画家对色彩

的独到见解。又如清代画家朱耷的《荷花水鸟图》，以墨色

为主，通过不同浓淡的墨色表现出荷叶、荷花、水鸟的质感

与神态，充分展示了中国画色彩运用的高超技艺。

2. 中国画色彩的美学范式与文化内涵

2.1 中国画色彩的审美追求

中国画色彩的运用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

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画色彩的萌芽。

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运用赤铁矿粉、氧化锰等作为颜料，

在陶器上绘制出红、黑、白等色彩。这些色彩的运用虽然简

单，但已经体现出了人们对色彩的初步认识和应用。进入先

秦时期，中国画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壁画、帛画等

绘画形式中，人们开始使用更为丰富的色彩。例如，辽宁女

神庙遗址内的三角形壁画就使用了黄色、白色等颜色。同时，

五色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画色彩的基本确立。

2.2 中国画传统美学与色彩技艺的交融

矿物颜料是中国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天然

矿石研磨而成，其色彩鲜艳且覆盖力强。朱砂、赭石、石青、

石绿、石黄、白粉、金粉、银粉等都属于矿物颜料。由于这

类颜料源于矿物质，虽经千年亦可保持其鲜艳色彩。其次，

植物颜料在中国画色彩中占有重要地位。与矿物颜料相比，

植物颜料的渗化性较好，透明度高，除藤黄等少数颜料外，

大多没有遮盖能力。如花青、藤黄、胭脂等。这类颜料多与

墨或其他色料调和或混合使用，常用于画枝、干、翎毛等，

也可用于人物画的皮肤底色。中国画色彩的特点一方面体现

在其独特的色彩观上，如五色观，即青、赤、黄、白、黑的

运用，这五色被古人赋予了吉祥、尊贵等象征意义；另一方

面，中国画色彩注重与墨色的和谐统一，追求“墨分五色”

的韵味和层次感。此外，中国画色彩的运用也强调简约和意

境营造，不追求过度的色彩渲染和堆砌。

2.3 中国画色彩哲学：五行、儒道与传统象征意义的融合

在古代，青、赤、黄、白、黑五色被赋予了吉祥、尊

贵等象征意义，这五色与五行哲学中的木、火、土、金、水

相对应，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这种五行哲学的

色彩观念贯穿于中国画色彩的运用之中，构成了中国画色彩

的基本理念。儒家色彩观以孔孟为代表，强调色彩的装饰性

和社会功能，将色彩分为正色和间色，赋予其等级象征意义；

道家色彩观则以老庄为代表，主张“无色而五色成”，追求

自然、素朴之美 [2]。这两种色彩观念共同影响了中国画色

彩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画中，不同的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征

意义。如红色象征着吉祥、喜庆和幸福，常用于描绘节日、

庆典等场景；白色则代表着死亡和哀悼，常用于葬礼等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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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象征着皇家、尊贵和荣耀；绿色则象征着生命、健康和

希望；紫色代表着尊贵和高贵；黑色常被用来表示严肃、庄

重等形象。

3. 中国画色彩的情感表达及审美特征比较探究

3.1 传统中国画色彩研究：审美意蕴凸显文化表征

传统中国画中的色彩运用，既是审美观念的体现，又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典型色彩如墨色、红色、青色、黄

色和白色，每一种都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和解读方式。

墨色是传统中国画中的主色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墨色分为淡墨、浓墨、湿墨、干墨和焦墨五种，每一种都有

不同的表现效果。淡墨常用于描绘远景和光影，浓墨则用于

强调主题和表达深沉的情感。浓墨产生柔和过渡，干墨则产

生飞白线条和强烈的视觉对比。《墨竹图》中的墨色运用体

现了画家对竹子的深刻理解和审美追求。通过墨色的变化和

运用，画家成功地展现了竹子的神韵和气节，使观者感受到

竹子的坚韧和清新之美。红色在传统中国画中的运用体现了

中国文化的吉祥观念。在《清明上河图》等作品中，红色被

用来描绘桥梁、建筑和人物服饰，象征着繁荣和吉祥。同时，

红色也常用于描绘花卉和果实，如荷花和桃子，寓意着富饶

和繁荣。这种运用方式体现了古人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以

及对吉祥如意的美好期望。《千里江山图》以长卷形式描绘

了连绵的群山和浩渺的江河。作品中青色是主色调，用于描

绘山峦和江水，展现了清新、宁静的自然风光。通过不同深

浅的青色运用，画家成功地表现了山峦的远近、江水的流动

以及云雾的缭绕。青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生机与和谐。在

《簪花仕女图》中，红色和白色的运用体现了唐代宫廷女子

的尊贵身份和纯洁品质。通过细腻的线条和色彩搭配，画家

成功地展现了唐代女性的优雅和韵味。

3.2 现代中国画色彩创新：传统文化融合现代审美

现代中国画中色彩创新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实践与探索

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发展方向。这种结合既保持了传统中国画

的精神内涵，又注入了现代审美观念和创新思维，为中国画

注入了新的活力。许多现代中国画家在创作中，仍然借鉴和

运用传统的色彩语言，如墨色、红色、青色等，但同时也不

拘泥于传统的色彩运用方式。例如，画家吴冠中在其作品中，

常运用鲜艳的色彩和抽象的线条来表现自然景象，既保持了

传统中国画的韵味，又展现了现代感。一些画家从中国的民

间艺术中汲取灵感，将其丰富的色彩元素运用到现代中国画

的创作中。还有画家借鉴了农民画的色彩运用，以大红、大

绿等鲜艳的色彩描绘现代生活场景，形成了具有浓厚民间气

息的现代中国画。此外，现代中国画家也积极探索新材料和

新技法与传统色彩的结合。他们运用各种综合材料和技术手

段，创造出丰富多样的色彩效果和肌理效果，使画面更加具

有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

3.3 中国画色彩美学：“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

中国画色彩运用中的传统文化内涵是中国画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审美观念和人文

精神。中国画色彩运用追求“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在古代，

绘画被视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但同时也需要得到广大观

众的认可和喜爱。因此，中国画的色彩运用既要符合文人墨

客的审美趣味，又要能够吸引普通观众的眼球。这种“雅俗

共赏”的审美境界在中国画色彩运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艺术风格。古代画家通过巧妙的色彩搭

配和运用来营造出画面的整体氛围和节奏感 [3]。他们注重

色彩的对比和调和关系处理得当使画面呈现出和谐统一的

美感。这种追求画面和谐统一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画色彩运用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艺术风格。例如

清代画家任颐的作品《群仙祝寿图》中就运用了丰富的色彩

来营造出热烈喜庆的氛围画面中的人物服饰、花卉、山石等

都被赋予了鲜艳的色彩但又通过巧妙的搭配和运用使画面

呈现出和谐统一的美感。

4. 结语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色彩运

用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这些内涵不仅体现了古代画

家的审美观念和人文精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艺术资源

和文化财富。儒家审美观念强调“中和之美”，即追求事物

的和谐、适中。这种审美观念在中国画色彩运用中表现为追

求画面的和谐统一，注重色彩的对比和调和关系。道家自然

观强调“道法自然”，即顺应自然、与自然相融合。这种自

然观在中国画色彩运用中表现为注重描绘对象的自然属性

和特征，追求画面的自然生动。禅宗思想强调“直指人心”，

即追求内心的悟性和超脱。这种思想在中国画色彩运用中表

现为注重画家内心的情感表达和个性抒发，追求画面的意境

和神韵。

未来，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与挖掘中国画色彩运用中的

传统文化内涵，揭示其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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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创作和审美教育提供更多的借鉴资源。通过积极

推动中国画与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化的跨界合作与创新，探

索中国画色彩运用与现代设计、建筑等领域的结合点，创

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进一步加强中国画色

彩运用的推广与传播力度，通过举办展览、出版书籍、开

展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传统中国

画的魅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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