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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艺术考古与中国水墨画之间的联系 
◆赵心慧  徐路伟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5） 

 
摘要：中国水墨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百余年来，对中

国水墨画的研究难以率而明言其宗，统而演其流变，特别是中国水墨画

的起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究其原因主要是实物资料的匮乏。晚

清民国以来，随着考古文物的层出不穷，中国画的起源问题也得以被研

究。本文旨在浅显的探讨中国画的起源与艺术考古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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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艺术考古 
考古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人类生存状态的学科。同时，作为考
古学的单个分支，艺术考古学就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
种艺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文化。艺术考
古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之上
的。艺术考古学的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
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他们
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一般来
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
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
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应用。 

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像进行断代并分类，艺术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
两者相辅相成。其 终目的主要就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
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增加新的活力。 

二、什么是中国写意人物画 
纵观中国古代人物画，在表现上大

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白描画、二为工
笔画、三为写意画。中国写意人物画的
发展相对比较晚熟，它出现于工笔人物
画已经相对称成熟的两宋时期。由石
恪、梁楷将行草书法的笔法入画，以其
天才的创造表现的减笔人物画发展而
来。但在其后来的七八百年间始终没有
出现过一个成绩斐然的写意画大画家。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艺术
以及素面理论的系统传入和影响，以徐
悲鸿为代表的学派指出中国画的出路
就在于以西方的素描造型加以转化。于
是就形成了现在的重视反映现实生活，
表现当下精神世界，推动了写意人物画
的复兴和发展。随着蒋兆和、黄胄、卢
沉、周思聪等一批批优秀的画家坚持不
懈的写生实践，中国写意人物画可算到
达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风格多样、
形式活泼、内容广泛，具备了超越前辈的优势。中国写意人物画
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三、艺术考古学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联系 
百余年来，对中国写意水墨画的研究难以率而明言其宗，统

而演其流变，特别是中国水墨写意画的起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学
术界，考其主要原因主要是实物资料的匮乏。我国历史上的朝代
更替，起初是尽力聚敛文物古籍而 后却是在杀伐过程中践踏毁
佚，用火焚既是一大恶手，诸如焚殿堂宫室、焚古籍书画等，加
之水淹兵掠，先秦诸子两汉文献中言论涉及到了的诸多画事，使
我们难以得见笔勾墨晕的实物了。虽则如此，笔者亦信然古贤者
记述所言之事物属实。综之，是由于时间相隔遥远而史料疏散，
难以联接出个相对清晰的线索。此问题不仅困扰着我们，即便是
在写意水墨画大兴的唐宋时期，也没有关于写意水墨画源流的论
断。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考古文物的层出不穷，有大量的实物见

证，及西方艺术观的涌入所带来的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中国写
意水墨画的起源问题，方被纳入到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民国时期，
涌现了以黄宾虹、傅抱石、郑午昌等人为代表的画学研究者们，
在思考水墨之于中国画的关系时，才有意识地将之纳入到完整的
中国画学的框架中去认识。建国之后，随着大量远古、先秦、秦
汉时期的绘画文物出土，使我们对中国画起源问题的研究基础得
到了一定的充实，但因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仍在于原始史料材料
的辨析、整理以及解读工作，其性质亦偏于考古和人类学。新时
期以来，受益于前辈研究成果的累积，又受西方艺术观念的影响，
对中国画的起源问题研究，已逐步成为当代中国画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大批优秀的著作相继问世，如王朝闻总主编的《中国
美术史》、郑岩的《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葛路的《中国古代
绘画理论发展史》、温肇桐的《中国绘画批评史略》、曾祖荫的《中
国古典美学》、张晓凌的《中国原始艺术精神》、巫鸿的《武梁祠
—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袁有根等人合著的《顾恺之研
究》、赵权利的《中国古代绘画技法、材料、工具史纲》等，或
以中国人的原始思维为探究目标，或以某种类中国的早期艺术为
研究对象，或以逻辑结构、美学范畴论古代的画史画论，借鉴了
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重视田野考古工作的现场性，或借鉴西
方图像学的研究方法，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国艺术
起源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方式，期间或也涉及了写意水墨画的起源
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写意画的起源问题的研究显示出学术界
对中国写意画水墨画的重视，但多以相邻领域的研究成果去补画
史画论之不足或空白，并没有对中国写意水墨画的起源起到实质
上的认识和帮助。在中国画数千年的变迁史中，写意水墨画不仅
是由丹青绘画所分支出的新品种，而且是实现了在更高创作技
巧、思维方法、艺术精神等层面上的、一种带有“返祖”性质的
循环和攀升。尽管写意水墨画之于中国画的本质规定蕴含着向各
种艺术形式演变的可能，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文化思想对之
的贯注。 

综上，皆是笔者对艺术考古与中国水墨画的认识以及对它二
者之间联系的认识。考古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解决人类生存状
态的学科，也是能够让现代人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中国水墨画的一
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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