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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典美学的“虚”与“实”1

中国传统哲学受到儒家及儒家美学、道家思想及其

道家美学与中原佛教所形成的禅宗美学的影响，并由它

们共同生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以和谐、平衡的关系

在传统艺术作品中展现。

其中《老子》、《易传》的思想影响力最为突出，《老

子》中“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以为

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

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论述清晰明了的

厘清了“有”与“无”的关系、“虚”与“实”的关系，为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象罔”、“意境”等范畴奠定了基础。

《易传》中的“立象以尽意”更是为中国传统美学奠

定理论基石。其强调“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即形象

在表达事物时有着比概念、言辞更为充分的优势。也将

“象”的范畴彻底定义成反映客观世界的渠道。而客观

世界的“道”是“虚”与“实”的结合，故而“象”也

不能止于孤立的“象”，还应当有“象外之象”。而这种

“虚”、“实”观念深深刻在中国古典艺术的基因之中。

从哲学角度出发，“实”或“有”给予其存在，而

“虚”或“无”使其发挥作用。这是老子从他的宇宙发

生论衍生出的唯物认识论，是先秦时期极为光辉的思想，

亦是中国哲学的开端。老子对空间探索给予了一个基础

的定义，这个定义延展至艺术表现中也可以说“虚”空

间与“实”空间的交融。二者互通有无，相辅相成的关

系在之后的工艺美术、传统绘画等形式中都可见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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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体现的，而在这种“虛实交

融”的哲学影响下所生成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也一直秉

承着这个理论。而本文以艺术领域中“虚”与“实”的

体现为核心，探索虚实空间以何种关系存在在作品中。

2、中国古典艺术中的虚实表现

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水墨画一直是中国绘画内

在精神的重要代表，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留白”或

“布白”，而其中“白”的美学实质就是“象外之象”，

是超越有限形象的“象”，“白”的艺术表现为“空灵”、

“虚无”的美感。留出的“白”与笔下的“黑”之间的

明暗对比正是虚实的空间体现。

之所以艺术家会进行如此的画面结构布局，是因为

艺术家不单单追求表现客观现实中的山川景致，而是着

意在描绘实景的同时，抒发胸中之臆气，点寥寥之笔墨，

寻淡雅之意趣，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内心感应。

《老子》有云：“知其白，守其黑，天下为式。”其

哲学思想同样体现在书画中墨色与布白的虚实空间关系，

《临沂使君帖》（图 1）为唐朝使君米芾所作，写给临沂

使君的一封信札，当时

古体草书和书法的书写

艺术性和实用性之高由

此当见一二。前两行的

古体草书写之于行楷之

间， 第 三 行“如 何 芾 顿

首”与第四行“临沂使

君麾下”互相结合后又

转为两行字的草书，书

势 连 绵 奔 放 潇 洒 恣 肆，

笔意流畅而又沉着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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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羽　徐　琦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景德镇　333403

摘　要：中国古典美学与传统陶瓷艺术都有着悠久历史，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被世界所熟知。其中“万物

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两个观点都充分展现出一切事物都由阴阳两个对立面共同构成，

在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与影响下，事物的发展会顺其自身的属性向前运动。而中国传统艺术形态深受中国传统哲学

影响，艺术中的“虚”、“实”对应古典美学中的阴阳，在表现形式上也呈现“虛实交融”的意境空间。本文通过中

国古典哲学的引入，以“虚”、“实”表现为切入点，结合现代艺术阐释艺术表现中的空间转换，分析“虛实交融”

的美学法则在现代陶艺中的运用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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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宋  米芾  临沂使君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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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行草书文字墨色浓淡跌宕起伏，字距细长紧密连结，

可看作“实”；后两行虽字字连绵，却又颇富朗朗之感，

则谓之“虚”。全篇用不同的米芾草书体将信札上的书

写平仄分作两部分，信札的平仄押韵又将同为草书的第

三行与后一行予以明确地区分，打破平均之势却又饱含

“虚实交融”之韵，故此帖堪称米芾行书与草书的珠联

璧合之作。

而在绘画的布置构图同

样通过墨色与留白的方式对

应体现出来了。八大山人的

花 鸟 画 中（图 2）， 奇 石 而

立，数鱼游离，花草数笔，

笔墨了了却韵味十足。观其

画可读其心，画中的笔墨意

趣尽息在“水中鱼”与“水

上石”的微妙平衡之处，无

墨 处 却 有 意， 无 物 处 却 有

景，透过“虚”与“实”妙化出无尽的天趣。

从米芾的书法与朱耷的水墨画中，可以见出墨与白

是辩证统一存在的，不可孤立看待。其美学思想正对应

道家“有”与“无”和《易经》的“阴阳”理论。正如

清朝知名书法家邓石如言：“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

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疏乃虚，密乃实，正

所谓留白之地亦显天地之宽，虚实交融方得心中逸趣。

郭熙《树色平原图》（图 3）以独特的虚实绘画手法

模拟实景加以形象意识与“三远”的视角相结合，使之

在众多以高远为主构图的万千山水画中独树一帜，通过

绘画虚拟结合实景的“蟹爪树”点明了这幅画作的创作

季节，又以氤氲的云雾作为虚景贯穿画面。在画面使用

平远的构图法上以“S”形的构图点缀出其灵妙动态性，

给整个画面内部空间的潺潺水流赋予了生命。而高山流

水、扁舟、渔翁和行人更加展现了绘画作品中的时间特

征，突出了画面的情节发展与结局。整幅画以其独特的

时空意识引导出林泉山水的生命精神，更将中国传统绘

画水墨山水画中的“虚实交融”形式运用到极致。

图3　北宋  郭熙  树色平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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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的书法与绘画作品中，不

难看出所谓“实”即指作为艺术作品的主体轮廊以内的

部分；而“虚”就是主体所占据的空间之外的部分，进

而言之“虚”还包括艺术作品环境空间和审美主体在

欣赏作品时的心理空间。“虚”作为“实”对立面而存

在，没有“实”的对应，“虚”也就不复存在。反而，没

有“虚”，“实”也就毫无意义。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

同时伴随着“虚实交融”的共同作用，不可孤立的看待

“虚”或“实”。从艺术的视角来看，则是不能过于注重

形而上，亦不同过于偏重形而下，而应该坚持虚实结合，

有无相生的根本创作法。

3、虚实间的空间转换在当代陶艺创作中的重要表现

21 世纪之后的艺术世界建立在大工业化革命的洪流

之后，是一个多元化艺术语言的新世界，经过现代主义

设计风格与后现代主义风格的洗礼，陶艺艺术语言是世

界通用的语言。虽然世界各地陶艺家们用各自的文化创

作表达，但不乏在文化外在的表现方式上有共通之处，

例如在空间探索上，追求用虚实交融的表达方式而达到

所要传达的意识。

从现代陶艺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当代陶艺发展的起

步比较晚，步伐相对缓慢。但经过陶艺家们的不懈努力

和追求探索，中国现代陶艺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涌现

了一批优异的陶艺家。现代陶艺把材料的自身语言提升

到一定高度，让材料发挥本身的价值。艺术家们也不再

单单追求最终的成型效果，而把更多的关注放在创作的

过程中，更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被放大，趣味性大大增

加，这样吸引了更多的人对现代陶艺产生兴趣，继而创

作出更多的作品。

英国陶艺家马修·钱伯斯（图 4）创造出这些抽象又

复杂的陶瓷雕塑系列作品。这些雕塑由层层叠叠极薄的

泥片成型并烧制完成。这些一圈一圈且富有韵律的漩涡

图2　清代  朱耷  鱼石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4　马修·钱伯斯陶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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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主体形态以及质朴的颜色显得非常自然灵动，其中

心视觉部分同心的变化又能将深邃的眼睛和无边的黑洞

与之相联系。马修的创作几乎都是几何图形的构造，由

多个圆形分层叠加，通过一个有规律的形式制作而成，

或旋转，或递进，层次分明，节奏感强烈，内部空间丰

富而且严谨，虚实明确，普遍存在一个同心洞贯穿作品，

让作品有通透感和神秘感。这种同心圆式的结构，也是

虚实交融的一种表现，以边缘为“实”，中空为“虚”。

配合交错的光影透叠出明确的空间感，给予人恬静且深

沉的艺术享受。

中国当代陶艺家金文伟

教 授《渡 》（图 5） 这 件 作

品以数十件废弃的陶瓷瓶与

一个废旧的推车构成。陶瓷

瓶堆叠排列向上延伸，组成

“塔”的形象，与横向的推车

形成对比。瓷瓶、塔与推车

都 是 具 体 的 物 象， 是“实 ”

的 部 分， 但 它 们 又 代 表 着

“虚”。向上延伸的瓷瓶，是

每 个 生 命 单 体， 组 成“塔 ”

是生命的整体，改变了原有

的 单 个 面 貌， 重 获 了 新 生，

横向的推车代表着生命前进的方向。这件作品以实际的

物象表达了虚幻的概念，虚实相生，揭示了生命的轮回。

而杨鸿羽这件《潺淙》

（图 6）陶瓷作品以高白瓷泥

为主创材料，运用泥片成型

和泥条成型的方式，以色泥

的不同透明度配色来充分表

现中国画中各种水墨晕染的

色彩效果，结合山水画中线

条的语言表达方式，利用瓷

泥细腻温润的材料特性和纯

白通透的色彩完成塑造。形

成了一件可以表达出具有中国画韵味的“大河山川”的

陶瓷作品。整件作品中材料、色彩、造型等均是“实”

的表达。正是通过这些“实”，营造了种种“虚”。像诗

中所有需要我们描写的大自然中的美好意境，通过这种

潺淙山涧流水，拍岸而来，这种伴随水流流动拍击悬崖

山石的轻灵声音，给了诗人很多的遐想性和空间，从而

描绘出一幅“飞湍响潺淙，平平仄平平”的波澜壮阔的

情景，通过“实”传递出了“虚”的情景与“虚”的情

怀。该陶艺作品不仅传递出对于泼墨山水的质朴情怀与

人生感悟，也可以说是对自然山水的一份热爱与心情向

往，通过这种现代化陶瓷艺术作品形式来充分传达这份

对于泼墨山水的文人淡雅情怀，纵情熏陶、欣赏及享受

自然山水乐趣的同时又令人感到逸趣横生。

4、结语

本文通过中国古典哲学的引入，阐释了“阴阳”理

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确立了阴阳理

论在艺术上的体现就是虚实关系的观点。以中国传统艺

术为切入点，通过中国书法作品的疏密与水墨画的“留

白”，结合现代陶艺家马修·钱伯斯与金文伟教授的作品

展开了对虚实关系的探讨。在当代艺术探索中虚实关系

一直被艺术家所重视，并以不同的形式语言研究虚实关

系。“虚”与“实”不应按部就班的师法古人，也不应盲

目的下定义或公式化，而是应该用现代视角去灵活运用。

“虚实交融”虽是美学范畴中的一个部分，但它缩影了

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美学特性。我们更应有足够的文化

自信来面对全球化的艺术大潮，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作为根基去探索当代陶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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