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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初中生赏析山水画意境美之探究 
◆梁荣娣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实验中学  山东省德州市  253300） 

 
中国画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画在纺织品上的帛

画，较之帛画更为古老的彩陶画和岩画奠定了中国画以线为主要
造型手段的个性基础。到两汉魏晋时期，由于宗教文化及域外文
化的融入，出现了大量的宗教绘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也
随之出现。南朝时期，宋宗炳就以“畅神”作为山水画的审美特
征，同一时期的王微则主张以“画之情”作为山水画的审美学说。
宋代开始，山水画真正进入了鼎盛时期，宋元画家以自然山水为
始，不同皴法的成熟运用，描绘各地的自然山川，加之情感寄托，
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手法，开创了山水画的新局面。 

中国山水画赏析是美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我
们初中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是对美的热烈追求的开始，喜欢
打扮喜欢赏心悦目的东西和欣赏艺术作品。处于这个时期的学生
也极其欢迎对其审美的引导，渴望审美能力的提高。通过初中美
术教材的引导，在欣赏评述领域学生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审美要
求。山水画与我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学生对于山水画
并不陌生，简单的去赏析一幅山水画，在其构图、色彩、描绘对
象上，学生还是有一定基础并能够进行赏析的，但是欣赏山水画，
只注意笔法、墨法、章法及色彩，还远远不够。当然这是基础，
必须从这里入手，山水画描绘的是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云树石木，
它的形式美，色彩美，甚至充满着节奏美，旋律美。其结构是开
放的，自由的，无拘无束的， 这正是其博大，充满生机活力的
原因。中国山水画讲究写意，讲究气韵生动，讲究意境，学生在
意境的赏析上还是有些困难的。 

画家去创作一幅山水画的需从山水画的选题、构思、笔墨语
言、景之布局等，而这一切只是构成山水意境之前提，只有高超
的画技的表达，结合作者的学养、品格、心境等特点，才能完好
地表现出画之意境。 

学生对于山水意境美的深入感受则需进行以下几点： 
一、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中国的山水画似乎在画山、画水，但实际上又不仅仅是画山

画水，它是建立在中国的文化哲思上，它强调的是“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前者是载体，后者是核心。画家是通过山水画将山
水作为天地化身，来表达画家对天地玄黄的感受。所以，自古以
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希腊哲学家希庇阿斯说，“美，就
是视觉、听觉产生的快感。”这里就道出了西方风景画的追求。
但山水画除了对美的追求外，更高层次的是“天人合一”，强调
“得意忘象”，更强调象外之象。所以在赏析山水画的同时，不
仅仅是风景的再现而是一种意境的传达，在进入意境的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感受其山水画中所带来的各种美感，
去想象画中的美丽景象。 

二、文化知识的储备的重要性 
在引导学生欣赏山水画名作的时候，首先不仅只是看画，还

要有足够的知识涵养，清楚这幅作品产生的背景，作者的时代环
境，有什么时代特点，背景，作者的生活状况等等，其次还要摸
清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他的思想，当时的心境等，只有具备一定的
文化知识才能感受山水画所传达的意境美。如石涛《李白诗意
图》，此画表现唐代诗人李白《静夜思》诗意。右下角为山间房
舍，中间为飘渺的山峰，上部为空白的蓝天，景象空阔、苍茫，
虽然能够根据景象进入意境，但是如果不了解诗人这首诗所传达
的思乡之情，还是感受不到画家所传达的意境感。如《江山如此
多娇》整幅画面表现出新中国生机勃勃的景象，以毛泽东词《沁
园春•雪》为内容，傅抱石关山月老先生创作出的巨作，如果没
有对毛泽东主席《沁园春 雪》这篇描绘大好河山诗词的理解也
将很难去赏析这幅名作，更不能感受此画意境美，感受中国大好
河山。 

三、让学生感受山水画意境美的过程中，帮助学生了解山水
画意境美的表现特征 

山水画如同文学中的诗歌，它可以没有明确的主题，但必须
有意境。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上乘的山水画作品，应是画者主

观的意与客观的境二者的统一。意境表现是山水画作品中画家的
思想感情、审美情趣转化为艺术后所传达出来的意境美。这种美，
源自生活，造化自然。意境是意和境的有机结合，是情与景的水
乳交融，是题材与思想感情的和谐统一。因此，我们可以引导学
生通过把握意境美在情感、空间境象、形式语言等方面的表现特
征来解读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 

（一）中国山水画意境美的“情景交流” 
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写景就是写情。山水画不是地理、

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不用说，它当然要求包括自然地理的准
确性，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与
情要结合。山水画意境来源于生活之景，再到心中之情，从而达
到形神统一的艺术境界，山水画不仅仅是生活之景的再现，而是
艺术家思想感情的熔铸。“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画家重视山
水画中的精神旅程，而达到洗身、养心、澄怀、畅神的灵境。宋
代画家范宽正是因为“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才有了
《溪山行旅图》的雄浑之境，画家的主观情感不同，艺术意境也
是无限多样的，画家的“心”与自然的“魂”相融合，就构成了
画家笔下所描绘的“世界”，这便是渗透万物运行规律及自然精
神的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 

（二）中国山水画意境美的“空间境象” 
中国山水画的意境深远含蓄，具有独特性，山水画同时强调

空间意境，启发欣赏者的想象力。如石涛的山水画构图或奇险或
空灵，苍穹有劲，饱满有张力，并且以空间融合的手法表达一种
意境，寄托自己的情思，他的绘画大多通过散点透视刻意经营与
创造艺术境像，所以他的山水画别具个性特征。历代画家的创作
经验揭示了意境创新与空间境象的关系，摆脱了时间和空间上的
束缚，从而适应内容变化的需要。 

（三）中国山水画意境美的形式语言 
绘画作品中有意境，才能让欣赏者产生共鸣。而为了表达意

境，需要掌握意境的表现手法及手段，即画面形式语言的使用。
表达其意境的构图规律和笔墨形式的探索与研究等，因此形成了
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笔墨境界是山水画意境的重中之重，通过笔
墨去创造画面之气、神、韵。笔墨入胜境，必定超越自然。而一
幅画的成功，还要探究它的构图、布局、位置等，但只有对画中
的形式语言有通透的理解，才能更好的感受画家表现出的意境
美。 

中国山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
一个极具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品种，教会学生在意境美入手赏析
中国山水画，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承，对民族文化的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