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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研究 哲学思考
———罗莹专著《线形象———中国绘画的起源与形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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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说: “绘画科学的第一原理是: 绘画科学首先从点开始，

其次是线，再次是面，最后是由面规定着的形体。物体的描画，莫过

如此。”

史前岩画是人类绘画之肇端，它以无可辩驳的有形证据印证了达·

芬奇的绘画原理。原始人类的确是通过在坚硬的岩石上敲凿出一个个圆

点而宣告了绘画的诞生，但人类文明曙光的升起也伴随着人类文明差异

的产生，比较中国和西方史前岩画和洞窟壁画，我们发现东西方绘画虽

然都是从一个“点”起步，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人将 “点”

扩展为“面”，最终创造了以块面造型的绘画样式; 中国人将 “点”延

伸为“线”，最后发明了以线条状物的绘画类型。并不是说，中国绘画

绝对排除块面造型手段，西方绘画完全摒弃线条描绘功能———实际上，

安格尔就说过这样的话: “线条———这是素描，这就是一切。”也就是

说，无论是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线条都是状物写形的重要因素。

尽管线在绘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而且人类在绘画理论的研

究成果上亦可谓汗牛充栋，但长期以来东西方学者却从未有人对线作过

专门研究，因此，当我看到罗莹这部专门论述绘画线条的学术著作，不

禁感觉眼前一亮，及至通读全书，更从作者的微言大义、真知灼见中大

受裨益。

俄罗斯抽象绘画大师康定斯基著有《点·线·面》一书，从视觉心

理学的角度，对点、线、面这些绘画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

为抽象绘画建立了语言学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画论中，人们更多的是从

用笔用墨的角度论述绘画语言，例如南朝齐梁画家谢赫 “六法”中有

“骨法用笔”一条，明代汪砢玉、邹德中和周履靖等绘画理论家从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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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家线描技法中总结出十八种程式即 “十八描”，但这些理论所探

讨的都只是制造各种线条的手段和方法，而对这些技法所制造出的结果

和目的即各种线条本身并未深究。而在西方绘画中，对线的认识从来都

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点”和“面”共同构成绘画的造型手段。可以

断定，诸如点线面的概念是西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物。

虽然中西方绘画艺术都非常重视线的形象表现功能，但二者无论是

在审美意识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还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同样是以线

描绘形象，西方绘画的线更多的是着眼于表现物象结构的准确性，正如

素描只是油画的习作阶段，线只是一种手段，它的审美意义是依附于再

现功能之上的，而中国绘画则更讲究线本身的形式感，物象有时甚至只

是被线借以表现审美理想的一种符号，也就是说，中国绘画中的线从一

开始就有着相对独立的审美意味。不仅如此，中国古人还将线条演绎成

了一门独特的艺术，这就是举世无双的书法。

正是基于对中西绘画中线条功能的差异以及线条在中国书画艺术中

独特价值的深刻认识，罗莹提出了“线形象”这个崭新的概念。在该书

的导论中，罗莹开宗明义地对 “线形象”这一概念作了解释: “‘线形

象’就是‘线’的视觉艺术‘形象’。具体到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与研

究，就是使用中国毛笔来表现蕴涵中国文化韵味的视觉艺术形象。”她

还进一步指出了中国绘画中 “线形象”的特性、内涵和价值: “中国绘

画‘线形象’不是简单的关于线描的形象表现，它是对绘画中‘线’的

概念和视觉艺术‘形象’概念的整合，同时也是对表现这种艺术形象的

技术手段、材料手段和审美思想等物质与精神因素的视觉性概括。中国

绘画‘线形象’是中国视觉艺术观察和表现世界的根本角度与表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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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视觉艺术语言中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种独特的 ‘方言’。这种

视觉‘方言’的形象体系数千年来随着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饱

含并散发着中国民族特有的东方文化特色的气质与神韵。”应该说罗莹

的这些观点是精辟而令人信服的。

提出“线形象”这一全新概念还不是这本书的全部意旨，这本书的

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绘画进行起源学研究。作为这本书的中心部分，罗莹

对“线形象”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古老而独

特的中国绘画寻找最原初的动因并判定其最本质的特征和价值。

在该书的第二章，作者首先追溯了人的起源、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形

象的起源，通过层层深入、步步递进的探究和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清

理，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人类视觉文化和精神文明产生的原因，其中关

于文化和形象起源的考证不啻是对艺术起源的再探索，而作者提出的

“畏死本能是精神起源的前提”、“泛灵崇拜是人类文化的源头”、“形象

起源于原始崇拜的需要”和 “创造形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等观

点，不仅是对既有各种艺术起源说( “劳动说”、 “游戏说”、 “巫术说”

和“模仿说”等) 的补充和修正，而且是对各种唯物主义艺术起源说的

颠覆和超越。

在第三章论述“线形象”的起源时，作者通过遍及世界的大量原始

绘画例证，对线形象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和动因进行了梳理与剖析，得出

了“‘线形象’是人类形象创造的结果”、“‘线形象’是人的惊奇心理

演变的结果”和 “‘线形象’是人手进化演变的结果”等新颖独到的

结论。

第四章“中国绘画 ‘线形象’的起源”和第五章 “中国画 ‘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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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形成”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在论述中国绘画 “线形象”的起源

时，作者采用以论带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我国

旧石器时代的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具茨山岩画和新石器时代的仰韶

彩陶纹饰的考察，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绘画“线形象”起源和发展的脉

络，特别是通过对仰韶彩陶纹饰与后世文人水墨写意绘画的比较分析，

作者断言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绘画“线形象”的正式起源。在厘清历史

文脉的同时，作者还对导致“线形象”产生的中国早期思想观念进行了

深入探究，指出早期中国人的认识观和血缘宗亲观中的线性思维方式对

“线形象”的起源具有决定影响，从而将 “线形象”起源的研究上升到

哲学的层面。毫无疑问，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才是中国绘画 “线

形象”的真正起点，也只有从认识论和生存方式这样的层面才能领悟中

国绘画“线形象”的本质精髓。应该说，罗莹对中国绘画“线形象”起

源的探索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和深度。

在本书的第五章，作者从材料、技法和美学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画

“线形象”形成的条件，指出“中国画的材料工具是绘画 ‘线形象’形

成的物质基础”、 “中国画技法是绘画 ‘线形象’形成的直接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绘画‘线形象’形成的审美基础”，并认为谢赫的

“六法”是中国绘画“线形象”形成的标志。在本章的论述中，除了显

示出作者旁征博引、论证严密的理论功底之外，更发挥了作者作为画家

的实践经验优势，因而其分析言之有据、公允适当。

米开朗基罗告诉我们，仅凭画一根直线即可看出画家的技艺。美国

艺术理论家库克在《西洋名画家绘画技法》一书中写道: “事实上，线

条成了绘画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位熟练掌握线条的画家，即使他没有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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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掌握艺术的其他手段，也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他还写道: “画家的风

格，即画家运用线条的方法，就是他的笔法。”线条不仅可以再现物象，

还可以传达画家的精神意趣。线条能够反映人的性格，这正是笔迹学的

基本依据。一条线的轻重缓急、粗细曲直可以表现人的喜怒哀乐、爱恨

情仇等各种情感，并且，一个画家在创作一幅画时是不知不觉地将自己

的性格和情感流露出来，因而这种蕴含着性格和情感的线条是难以复制

和伪造的，这就使得真品与赝品能够并且很容易被鉴别。

正如罗莹所言: “物理意义上的线是不存在的，它其实只是一个不

断缩小的面，而我们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作为另一个面，则正在另

外的一个视角中，微缩成线条。这种二律背反式的思维冲突，建立于一

个立体的认知体系，它在视野极限处揭示着事物表象背后隐藏着的又一

个事物。这种多层面的对传统线性审美结构的解析立场，在当代尤其显

示了它的现实性与可行性。”绘画中的线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

罗莹的这部专著只是揭开了这一课题的开端，沿着这条研究的线索，作

者和其他学者或许可以将线条的形态、功能和心理学分析等方方面面的

课题继续研究下去。

保罗·克利说: “用一根线去散步。”让我们沿着罗莹探索出了源头

的这条线走向思想的深处。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研究员
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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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线形象”概念的由来与内涵

自绘画艺术产生以来，用线的手段来表现形象就一直是视觉艺术中

非常重要的造型方法。我们可以从众多原始绘画遗迹中看到，不论是在

中国，还是在西方，从绘画艺术发源之时起，线描就一直是一种主要的

视觉表现方法。比如中国阴山原始岩刻 ( 见图 1-1) 、欧洲阿尔塔米拉洞

窟岩画 ( 见图 1-2) ……直至今日，线描依然是造型艺术中比较常用的

表现手段 ( 见图 1-3～图 1-6) 。

比较来看，虽然中西方绘画艺术都非常重视线的形象表现功能，但

二者无论是在审美意识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还有着非常大的差异。

这一点，在视觉艺术形成之初就已开始出现了端倪。以图 1-1 和图 1-2

为例，同样是在用线表现动物的形象，西方岩画的线描更多的是着眼于

表现动物结构的准确性，线只是一种手段，它的审美意义是依附于形象

表现得像还是不像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岩画相对而言则更讲究 “线”

本身的形式感，动物的形象只是被线借用来表现理想审美状态的一种符

号。这说明，中国的线描从一开始就有着相对独立的审美意味，并在以

后不断的发展中，逐步完善与提升了线的审美价值。纵观世界各民族的

绘画艺术，恐怕还没有谁像传统中国画那样将线的形象表现手段上升到

了如此举足轻重的审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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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阴山岩画

中国原始岩画从一开始就比较强调装饰意味，将“线”的概括性特
征发挥得比较充分。

阴山岩画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阴山山脉。早在公元 5 世纪，郦道元就
在《水经注》中对其有过记载: “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
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
之画石山也。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这是世界上最早对此所作的文字
记录。阴山岩画开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画面题材丰富，想象质朴，风格
简洁，形象生动。

图 1-2 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

阿尔塔米拉洞窟岩画大致与中国阴山岩画开始于同一个时期，位于西
班牙境内。这幅《受伤的野牛》充分利用了岩石的凹凸不平，用以表现
出动物的肌理结构的起伏变化。这说明西方原始岩画从开始就是比较强调
立体感与写实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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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毕加索作品 ( 局部)

西方绘画自印象派以来，开始了现代主义的变革。其中一部分人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东方艺术，尤其是日本浮世绘中装饰风格的影响，在画
面形式中追求平面装饰的效果。毕加索一生画风多变，线描是其常用的一
种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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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齐白石作品

中国传统绘画是一种完全依赖于线描来作为表现手段的东方艺术。在
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国画是唯一被称为艺术的绘画种类。它的线描表现手
段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思想，这种影响体现在传统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

齐白石是将精英式的文人画传统与中国民间艺术传统相结合而自成一
家的中国绘画巨匠，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不论是表现经典的文人画趣味，
还是表现典型的民间艺术趣味，都离不开线描手段的支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