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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的话 INTRODUCTION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中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高

[2007]1号 文件“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中，明确了“继续推进国家精品课程

建设”，“积极推进网络教育资源开

发和共享平台建设，建设面向全国高

校的精品课程和立体化教材的数字化

资源中心”，对高等教育教材的质量

和立体化模式都提出了更高、更具体

的要求。

“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

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

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已成为当今本

科教育的主题。教材建设作为教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适应新形势下我

国教学改革要求，配合教育部“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满足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人才培养

中发挥作用，成为院校和出版人共同

努力的目标。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协会

协同中国纺织出版社，认真组织制订

“十二五”部委级教材规划，组织专

家对各院校上报的“十二五”规划教

材选题进行认真评选，力求使教材出

版与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发展相适

应，充分体现教材的适用性、科学

性、系统性和新颖性，使教材内容具

有以下三个特点：

（1）围绕一个核心——育人目

标。根据教育规律和课程设置特点，

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入手，教材附有课程设置指导，并

于章首介绍本章知识点、重点、难点

及专业技能，增加相关学科的最新研

究理论、研究热点或历史背景，章后

附形式多样的思考题等，提高教材的

可读性，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和自学能

力，提升学生科技素养和人文素养。

（2）突出一个环节——实践环

节。教材出版突出应用性学科的特

点，注重理论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有

针对性地设置教材内容，增加实践、

实验内容，并通过多媒体等形式，直

观反映生产实践的最新成果。

（3）实现一个立体——开发立体

化教材体系。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手段，构建数字教育资源平台，开发

教学课件、音像制品、素材库、试题

库等多种立体化的配套教材，以直观

的形式和丰富的表达充分展现教学内

容。

教材出版是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出版高质量的教材，出版社

严格甄选作者，组织专家评审，并对出

版全过程进行跟踪，及时了解教材编写

进度、编写质量，力求做到作者权威、

编辑专业、审读严格、精品出版。我们

愿与院校一起，共同探讨、完善教材出

版，不断推出精品教材，以适应我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要求。

中国纺织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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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画的基础知识

图1-1  战国人物龙凤帛画

第一节  中国画的基本概念与分类

一、中国画的基本概念

中国绘画艺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自成为一个独立

的体系，在世界绘画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绘画最早可追溯至远古史前时期，但“中国画”

一词则诞生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在明代顾起元

《客座赘语》援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持《天主像》中

出现了“中国画”一词最早的叙述，而后“中国画”相对

于“西洋画”成为叙述中国绘画的约定俗成的概念。

在中国绘画自古至今漫长的演变中，随着时代的更

迭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基于不同的表现媒介和

技术的采用，其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形态：早期有地画、岩

画、壁画、漆画、木板画、绢画、帛画、布画、画像砖与

画像石，稍后有木刻画、瓷画、屏风画、指画等。这些形

态都是中国绘画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淀、演化与传承，都可

以包含在“中国画”这一宽泛的概念里。因此中国画的定

义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意识、哲学观念与思维

形态为基础，通过其独特的平面造型法则达到寄情寓意的

艺术创作。中国画的形式最终在以绢、纸上作画的方式稳

定下来，其用毛笔作为主要作画工具，形成以卷轴为主要

形态的绘画，古人亦称之为“丹青”、“水墨”。这成为

中国画的最有代表性的主体形式，并形成独特完整的绘画

体系。

二、中国画的分类

中国画的一种主要分类是按照反映社会生活的绘画

题材进行划分，也称之为分科。近代，潘天寿先生总结以

为：人物画在唐以前已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山水、花鸟

在初唐以后也各自形成独立的体系，因此，按形成画科的

先后顺序，中国画最终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

画科。中国画的分科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仅是题材的分

类，而且不同的画科有着不同的功用、形式与技法，还形

成不同表现的诸多支科，成为中国画独具的特征。

中国人物画科以表现人物形象与活动为主，湖南长沙

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与《人物御龙图》是现存

最早的独幅人物画（图1-1）。中国人物画讲求形神兼备，

通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置于环境气氛，身段动态的渲染

之中。

中国山水画科是以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于

隋唐开始独立，五代、北宋山水画大兴，元以后山水画开

始趋向写意。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

p001-024第一章-4199-b2A5C4g2B3C4C8.indd   1 12-6-6   下午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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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

花鸟画科是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在唐代已独立

成科，五代以降，得到长足发展。花鸟画题材广泛，可大

致包括花卉、翎毛、走兽、蔬果、草虫、鳞介、器物等内

容。花鸟画体现中国传统独有的主体审美意趣，极具抒发 

情感的表现性，在世界绘画的同类题材中表现出十分鲜明

的特征。造型表现可主要分为工笔花鸟画和写意花鸟。

另外，按照不同表现手法和技巧进行划分，中国画可

大致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类。

工笔画技法形成较早，主要表现为运笔线条工整细

腻，造型轮廓清晰明确，敷色用彩层层渲染。工笔画按其

是否用色和用色浅淡深浓亦可分为工笔白描、工笔淡彩和

工笔重彩。

写意画技法是相对“工笔”而言的,表现为造型精练概

括，主要强调笔墨豪放简练，潇洒多变，注重表达精神、

意境和情趣。

中国画相较于西洋画，有其独特的装裱规格与特征，

亦可以按其分为中堂、横卷、立轴、册页、扇面等。中国

画，按照各种标准还有不同的分类，以不同阶层的审美风

格与社会功能来划分，主要有宫廷画、文人画和风俗画。

宫廷画也称“院体画”“院画”。这类作品为迎合帝

王宫廷需要，一般比较工整严谨，讲究法度，华丽细腻。

文人画，主要是指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水墨写意画，在

唐宋产生，元后大兴，主要以借物喻志的笔墨形式表达文

人的品格才学与思想情趣，一般文人画将诗、书、画、印

四种形式集为一体。

风俗画，取材广泛，主要以民间生活，民俗风尚，市

井景象为特色的叙事性绘画。风俗画以淳朴的格调呈现出

人间百态的浓厚生活气息。

第二节   中国画的工具

中国画所独具的表现形态，及其一整套特有的绘画工

具与材料密不可分。最基本的是毛笔、墨、宣纸、砚，并

称为“文房四宝”。另外，作画还需用到国画颜料。这些

绘画工具在漫长的中国画的发展沿革中形成各自的特点，

不仅具有一般工具的媒介意义，更上升为中国画独特笔墨

语言构建的根本的物质要素。

一、笔

我国制笔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湖南长沙战国墓中发

现了现存最早的毛笔，称为“楚笔”，适于在竹、木简上

书写。秦并六国后，制笔工艺得到发展，西汉司马迁《史

记》中有秦将蒙恬“取山中毫造笔” 的记载。魏晋时期韦

诞《笔经》中记载用鼠、兔、鹿、羊等各种动物纤维改进

的兼毫笔。唐代流行紫毫笔，以硬毫锐锋为上，以安徽宣

城的宣笔而负盛名。到宋代，由于高坐具的普及，书写方

式的改变，出现硬软毫参差组合的“无心散卓笔”和纯羊

毫笔。元代出现长锋羊毫，以湖州为中心的羊毫制笔则开

始日益兴隆。之后历朝历代无不对毛笔进行创新和发展，

出现多达几百种各样的毛笔品类。

毛笔的种类虽多，但笔毫的刚柔、长短是影响毛笔

性能与艺术效果的主要因素。毛笔的柔健以不同的毛毫

决定，可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和兼毫笔。而根据笔锋的长

短，毛笔又有长锋、中锋、短锋之别。

以山羊毛制的软毫笔，比较柔软，吸墨量大，适于渲

铺烘染，点拓写意，敷彩着色，能表现丰富的水墨变化，

有笔酣淋漓、浑圆厚实的效果（图1-2）。以兔、貂、獾、

鼠等动物毛制成的硬毫笔，弹性好，吸水性不强，主要运

用于勾线，山石树木的皴擦，写意的勾，点，勒，挫等。

能表现出线条笔力的挺拔有劲，健而爽利，提按顿挫（图

1-3）。

以软硬两种毛毫制成的兼毫笔，笔性介于软毫与硬毫

之间，刚柔适中，具有柔韧而又有弹性的特点，可以按软

硬毫的不同配比而制作不同笔性的毛笔，依其混合比例命

名,如三紫七羊、七紫三羊、五紫五羊等。

毛笔的长锋容易画出婀娜多姿的线条，短锋容易使线

条凝重厚实，中锋则兼而有之。根据笔锋的大小不同，毛

笔又分为小楷、中楷、大楷。更大的有屏笔、联笔、提笔

等，更小的有圭笔、须眉笔等。

二、墨

墨通过砚用水研磨可以产生用于毛笔书写的墨水。最

早的松烟墨块的实物，是湖北云梦地区出土的秦墨，但中

国人用墨的历史更为久远，只不过，之前大多用的是矿物

 图1-2  软毫笔 图1-3  硬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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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颜料如石墨、石黛等。

中国画的用墨是很讲究的。唐宋时期，制墨分成“油

烟”和“松烟”两种，油烟墨用桐油脂油烧烟加工制成，

特点是色泽黑亮，有光泽；松烟墨用松枝烧烟加工制成，

特点是色乌，无光泽。明代又出现漆烟墨，明清是制墨的

全盛期，集中于安徽地区，分为歙县、休宁两大派。中国

画多用油烟墨，加水研磨可调出丰富的深浅浓淡的层次变

化的“墨彩”，松烟墨色泽灰暗且蓬松，在中国画中不常

使用，但对某些无光泽物象的着色以及渲染毛发绒类物象

上也会偶尔用到。

三、砚

砚，古时与“研”同义，是一种研墨和保存墨的工

具。最初人们用石墨在砖、瓦上用磨杵研磨取汁，所以亦

称为“砚瓦”，在文献中有未央宫瓦砚、铜雀台瓦砚、石

渠阁瓦砚等古砚的记载。

自汉开始，人们发明了人工制墨，无须借用磨杵或

砚石，并开始用玉、陶、金、铜等多种材料制砚。从唐开

始，广东端溪的端砚、婺源的歙砚、甘肃南部的洮砚和陶

土所制的澄泥砚被并称为“四大名砚”，其中尤以端砚和

歙砚为佳（图1-4）。

砚的发明使得发墨细润，涩水留笔，对于中国画“墨

彩”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其又有很高的艺术观赏

价值，被历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

四、纸

中国的造纸术是“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明都有

重大的贡献。早期，中国人是在帛简上进行书写，东汉蔡

伦改进了造纸术，使得自汉至魏晋，纸逐步代替简成为主

要书写材料。但唐宋之前，中国画大部分还是画在丝织品

的绢帛上，还有的画在布上。画在纸上虽未普及，但已有

所使用，唐代韩 的《五牛图》（图1-5）所传为中国较早

的一幅纸本，米芾《画史》和汤 《画鉴》都记载五代南

唐的徐熙用澄心堂纸画花鸟画。为了适应书法、绘画的需

要，唐纸明确地区分为生纸与熟纸。元代，纸开始在中国

画上大量普及使用，元人主要用的是生纸。明代画家多用

半生半熟的皮纸、笺纸。宣纸的使用始于清代，由于宣纸

质地绵韧，纹理美观，经久不坏，易发墨彩，善于表现笔

墨的浓淡润湿，古代诗人誊为：“滑如春冰密如茧”，故

皖南宣纸成为之后绘画者的专用纸。

按加工方法和纸性分类，宣纸一般可分为生宣、熟

宣、半熟宣三种。

生宣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纸，吸水性和沁水性都强，易

产生丰富的笔墨变化，能收到水晕墨染、浑厚淋漓的艺术

效果，写意山水多用它。生宣又有单宣、夹宣、龟纹、棉

连、二层贡、三层贡等之分，墨色效果各具其异。

熟宣是加工时用明矾等涂过，故纸质较生宣为硬，

吸水能力弱，使得使用时墨和色不会洇散开来。熟宣宜于

绘工笔画，有矾宣、蝉翼、腊笺、云母笺等名目繁多的品

类。

半熟宣也是从生宣加工而成的，吸水能力界乎于前两

者之间，“玉版宣” “煮捶宣”即属此一类宣纸。用生宣

制作的洒金宣、洒银宣也是半生半熟的。半熟宣适用于兼

工带写的绘画。

中国画除用宣纸之外，也可以用绢。分生、熟绢两

种，质地细密，吸水润墨效果均好。

绢与优等宣纸价格都较高，平时作画可以用一些较廉价

画纸，如高丽纸、六吉纸以及夹皮纸、四川夹江宣纸等，另

外普通纸有毛边纸、白关纸、七都纸亦可作摹格之用。

五、颜料

中国画对色彩的运用也很注重，中国画古称“丹

青”，唐代颜师古注曰“丹砂，今之朱砂也。青，今之空

青也”，由此看“丹”与“青”则皆为颜料。中国画颜料

取自于自然原材料，分成水质颜料和石质颜料两大类，前

者包括植物质和动物质颜料，特点是易溶于水，质地细

腻，颜色透明，宜大面积渲染。主要有花青、藤黄、胭

脂、洋红等。后者主要是矿物质颜料，显著特点是颗粒较

粗，不易褪色、色彩鲜艳，不溶于水，有覆盖力。主要有

朱砂、石黄、石青、石绿、赭石、泥金、泥银等。由于两

类颜料性质不同，所以不同的表现技法会使用不同性质颜

料表现各种画面效果。如双勾填色法使用不透明的矿物颜

料平涂及填充。而淡彩设色则多用水质颜料，给人感觉明

快又淡雅。 图1-4  北宋蝉形青花端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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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画的艺术功能与特征

一、中国画的教化与悦情功能

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载有“成教化，助

人伦”，这成为后世论中国画具备教化功能的直接参照。

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含有道德、政治、教育的内容，使人

潜移默化达事明理的社会功能。

早期中国画教化的社会功能是相当凸现的。画论家们

将其教化功能提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认为其反映社会的

价值标准，甚而关系到治政理国，并以此作为评定绘画的

主要内容。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记载“图绘者，莫

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就准确论述

了这一点。

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画的教化功能有着重大影响。孔

子的儒家学说实质上要建立一个“法先王”的秩序等级分

明的理想社会体系，而其中绘画等文艺活动是实现儒家圣

王之治的重要手段。儒家思想就要求绘画的立意要重视伦

理并有积极的现世精神，无论人物或花鸟题材都要“薄者

劝诫于其中”。同时，儒家思想还强调绘画重视传统，需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才能使观者晓理达意，起到教化之

功效。

中国画还有许多佛教、道教题材的绘画，主旨是宣扬

解释宗教的教义、教理，使人们信教拜教，这也是具有很

强的教化功能。

中国画的教化功能还常常与画家的修养品行联系在一

起形成统一。认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人品不高画

品亦不足观”。也就是说，中国画能够起到教化功能的前

提之一是画家本身必须具备独立完善的品格和气节。如清

代郑燮画竹石，瘦石磷峭，竹枝劲秀，并云：“凡吾画兰

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象征画家的高洁风骨以及对劳动疾苦深切关注。中国画的

教化功能其中蕴涵着对画家的德行品格、学识修养的追求

和完善。

中国画虽有其教化功能，但并非是冷冰冰而僵硬的

说教艺术，中国画更多展现的是审美与情感体验的悦情功

能。中国画的悦情功能是表现在主客体两个方面的功能，

其一是“悦”，也就是让观者客体进行品味和体验，享受

绘画带来的审美愉悦。其二是“情”，这里强调的是主体

的自娱自遣，抒发感情与冶养性情。

随着中国画自身发展的成熟，悦情功能越来越占据

主流地位。从五代设立画院之始，这种性质的创作就得到

一定程度的重视，两宋画院大量创作和发展山水画和花鸟

图1-5  五牛图（局部） 韩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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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岁寒三友图  赵孟坚（南宋）

画，而人物画反而少了，这也反映了中国绘画中悦情功能

的提升。五代的花鸟画无论是宫廷画院的“黄家富贵”还

是在野文人的“徐熙野逸”都体现了绘画创作中最为关键

的“悦”与“情”的统一。

中国画的悦情功能还体现在两个重要的传统文化的观

念上。一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二是由其衍生的“以

物寄情”观念。

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认为天地自然万

物宇宙与人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统一的生命整体。也可以理

解为人与天地万物在审美和道德精神上是相通的。“料得

青山应似我”的天人合一的意识建构，成为中国画艺术创

作与审美的基点。艺术家和观赏者在观“物”的同时也都

是观“我”，这使得中国画能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物我交

融”心灵感悟的境界，这也使得在中国画在创作过程中达

到“物我两忘”纵情自然的精神升华。

中国艺术也常常通过“以物寄情”来传达深挚的情

感。中国画中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

君子是典型的以物寄情，借物抒志的绘画主题，它们作为

人格情操的象征载体来寄托艺术家对于高风亮节的自我追

求，观者将其作为精神审美的完善而进行体验和欣赏（图

1-6）。

中国画艺术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如认知功能，交换

功能等，但最重要内容就是教化功能和悦情功能，一个侧

重于社会实用功能，一个侧重于艺术精神功能，两者相互

影响，相互包含，互不可缺，构建起中国画独特丰富的价

值和意义。

二、中国画的写意艺术观

中国绘画的艺术观的内容就是中国文化的哲学观。中

国画艺术集中体现出东方美学思想。其中，儒、道、释哲

学思想是形成和孕育其艺术特征的精神家园。

儒家思想的和谐精神和浓重道德内涵深刻地渗透到中

国画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表现中，不仅使中国画成为一种塑

造人格修身养性的手段，并将中国画所表现的自然物象成

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自然。这也使得中国画能够脱离物象客

观形象的制约。在艺术情趣上，儒家要求艺术追求“乐而

不淫，哀而不伤”。节制表现艺术情感，强调内敛含蓄的

高雅品格。这也是追求写意的思想基础。

而中国画写意性艺术观念的形成与完善和道家学说的

出世观和佛教禅宗的心性论的推助是分不开的。道家是以

老庄为主要代表，其与积极入世精神的儒学不同，其主张

不淫，哀而不伤”。节制表现艺术情感，强调内敛含蓄的

高雅品格。这也是追求写意的思想基础。另外道家还主张

“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 清静无为”的理想人格。

在艺术审美上道家的追求就是返璞归真和崇尚自然，

归真就是“度物象而取其真”，追求内在本质的表现，而

不拘泥于物象外在内容，这就是追求“意气”。要得其意

就需要删繁就简“复归于朴”，透过纷繁物象外观达其

内在本质。正如五代的山水大家巨然用“淡墨轻岚”之景

求得江南山川玲珑清逸之内蕴意气。道家崇尚顺应自然，

认为自然为宇宙大道，也是美的本质体现。这成为一条对

中国画品评的重要标准和画家孜孜追求之理想，历代画论

都强调“逸格”，就是尚朴素自然，不事人为造作。张彦

远认为“自然者为上品之上”。宋代米芾提倡“平淡天

真”“意趣高古”的自然逸品。

道家还追求艺术人格和精神上的自由，表现为对现

实事物和内在欲望的超越，全身心进入审美活动的心理状

态。如南朝宗炳强调“闲居理气”，这样才能进入“淡然

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境界。

儒道释思想虽有各种观念差异以及对出世入世立场的

对立矛盾，但在实质上却互补性的共同融合成中国画写意

性艺术观的传统。

中国画的写意性并不是相对于工笔画的技法体系，也

不是随意的创造性，而是一种独特的艺术精神特征。它根

源于中国传统哲学观念，是画家对自然，时代，社会等一

切的进行深刻体察后，通过主观的意象思维的加工，以书

写的笔法抒发对心理情感和意念的自由表达，表现出不似

而似，虚实相应的意象，以达到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艺

术理想和境界。

意象思维是中国画写意性艺术观的内在逻辑，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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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整个创作过程之中。意象思维包含象征的意味。在中国

画中，意象思维常常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

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因此，中国画的意象思维也是将

诗情与画意相结合的想象方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

已深入到对曹植《洛神赋》的意境内蕴的表达了。唐宋之

后，诗与画进一步融会贯通，画家运用意象思维将绘画物

象笔意直接观照诗词阐发的精妙意境之中。正如苏轼所说

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可见诗化的意象已成为

中国画的精髓。

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外在的形式表现就是“不似之

似”与“虚实相应”。中国画一向不以完全模拟真实作为

艺术造型的标准。正如五代的荆浩在《笔法记》中云“似

者，得其形，遗其气”。中国画要求既不能太写实也不能

全不写实，不像之像才能有其神似，不到之到方能有其意

趣。齐白石对其也有精妙的论断：“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

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中国画写意观的空间营

构就是“虚实相应。”虚实相生相应，并非画面空白就是

虚而物体皆是实，而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通过意象的

选择组合，创造出虚实空间来扩展画面意境的深远。清代

笪重光曾言：“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南宋马远

的《寒江独钓图》表现了大江中的一叶扁舟，他大胆地剪

裁取舍，留出大幅空白以突出景观，表现了空 的空间及

浓郁的诗意（图1-7）。

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本质和要求就是要达到“气韵生

动”“以形写神”的境界。“气韵生动”一词最早由谢赫

在中国画“六法”中提出，并将其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后

世也把其作为最重要的美学原则来遵循。“气韵生动”是

画家对客观形象的理解和提炼的结晶，成为物象内含的生

命力和本质特点的活灵活现。“以形写神”最早来自顾恺

之《魏晋胜流画赞》，指画家在反映客观现实时，不仅应

追求外在形象，更应追求内在的精神本质的酷似。“传神

论”与“气韵论”的区别在于，“传神”更强调把握“点

睛之节”，追求局部的灵光乍现。而“气韵”则更多关注

物象整体的气质面貌和艺术表现力。正如张彦远认为“以

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气韵”与“传神”最初

都是指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而后中国画的用墨用笔、造

境立意都与其合为一体，难分难解，演变发展至中国画写

意艺术观的最高境界与审美总则。

总之，中国画的写意性艺术观，其中体现了它的精神

性和表现性。它反映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对自然进

行主观意象化的表达，追求气韵的生动和形神的统一。

三、中国画的技法程式体系

中国画艺术特征的外在表现就在于技法的程式体系。

程式是经过历史积淀，慢慢形成稳定和规范化的艺术语

言，它是历代画家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结合的产

物，也是中国画艺术高度成熟的标志。中国画的技法程式

由于不同的分科，又各自有各自分科的程式特点和内容。

在谢赫的“六法”中，“传移模写”是最能体现中国

画要求对传统技法程式的继承和掌握。模写即临摹古画，

学习前人或他人成熟的技法规范。模写之法虽然不属于创

作方法，但它是产生创作方法的基础。只有通过模写之

法，才能最快地掌握中国画绘画的程式规律从而理解其艺

术精神。古今大家，都是从临摹前人程式技法起家，兼收

并蓄，集众长为己有，然后形成自己独特的程式表达。

中国画的技法程式体系是以构成样式和笔墨技巧为

主要内容的，其完善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唐代的吴

道子被宋人米芾在《画史》中称为“唐人以吴集大成，而

为格式”，画工以其画稿为版本，流传摹写。其真迹虽无

存，但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记载其技法“格式”有

“离、披、点、画，时见缺落”，可见其已形成“吴家

样”的独特程式。传为唐代山水画家李思训的《江帆楼阁

图》主要是运用传统山水的“勾填法”程式，但已能看到

“小斧劈皴”，皴法程式初见端倪。

中国画技法程式体系的真正形成完善是在山水皴法的

发展和宋代花鸟画开始的。山水画皴法是为了表现各种山

石的不同地质结构和树木表皮状态，以点线为基础加以概

括而创造出来的皴擦笔法表现程式。为表现各不相同的山

石形貌，中国画形成了各类型的皴擦方法与名称，可以产

生不同的艺术风格，按用笔规则大体可分为线皴（如披麻

皴、卷云皴、荷叶皴、解索皴、牛毛皴、折带皴等）、面

皴（如刮铁、斧劈等皴）和点皴（如雨点、豆瓣、钉头、

米点等皴）三大类。山水画的技法程式以五代荆浩为始，

他崇尚笔墨并重的程式，笔乃有勾有皴，墨有阴阳向背。

关仝师法荆浩而能变，以点与短线做皴法，称为钉头皴。图1-7  寒江独钓图  马远（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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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竹石图  郑燮（清） 

董源开创山水南派，以短披麻皴为技法，之后巨然则以大

披麻皴见长。北派的李成开后世卷云皴的先声，范宽创平

直短线的雨点皴。五代至北宋，山水画的技法程式基本形

成南北两大体系。北宋的米氏父子还开创了朦胧气象的米

点皴。南宋李唐开创表现程式的新领域，采用线与面结合

的大块面皴法而成刮铁皴。南宋的马远、夏圭随着笔墨皴

法的成熟在中国画的构成样式也有了革新，善从局部景象

出发，构图以山之一角，水之一涯，画面露出大片空白，

被称“马一角”与“夏半边”。 元代的山水皴法也有创

造。如赵孟 所创的荷叶皴，倪瓒所创的折带皴，王蒙所

创的解索皴、牛毛皴等。明清之际，诸多画家对技法程式

仍有变革，山水画技法程式不断发展、变化延续至今。

宋代花鸟画的发展则以院体为代表。院体花鸟画在五

代到两宋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精工勾勒、重彩渲染的描绘技

法。以起稿粉本、双勾设色、分染罩染、提线烘托等工序

技法为固定程式体系至今仍为人们肯定和沿用。花鸟画程

式的创造也带动其他分科程式的发展，工笔人物画就沿袭

了工笔花鸟的程式。

在中国画技法程式的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是文人画

的技法程式的出现。文人画的兴起是由于文人士大夫介入

画坛，他们一般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将书法笔意的程式

介入到绘画中。元代大家赵孟 以“永字八法”的笔意画

竹。柯九思称：“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

法，或用鲁公撇笔法”。并且书法在宋元之后直接成为中

国画的组成部分，就是在画上题诗落款，文人画家多追求

诗书画修养三绝之境界。文人画大大加快了中国画程式化

的进程。至此，中国画完成了从构思立意到章法结构，从

笔墨技艺到诗书画印融合为一，从以诗入画到抒写意境的

追求，从高度夸张到抽象概括等一系列程式结构。以后的

中国画的技法程式都是在这个传统源头上变化发展，并万

变不离其宗。

中国画的程式体系呈现出一种绘画的模件结构。往往

以某几个模件母题进行增殖、组合与变化。以清代著名画

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为例，他的绘画用很少的母

题，通常就是以竹子、兰花和石头来构成其数以千件各不

相同的作品。如将竹、石组合于一张，石头或相叠，或前

或后，或上或下，或隐于竹间，或高耸于竹外，频繁使用

这两个母题但并不僵化，不断地增殖与组合使得画面充满

丰富与变化。并且对于母题表现的笔墨技法也呈现一种模

件化的程式，竹子由寥寥数枝和几片绿叶组成，枝条用纤

细的墨线勾出，断线顿挫现出竹节，绿叶则以侧锋运笔，

一气呵成。层层繁茂的枝叶画法虽相似，但长短线条的书

法笔意却绝无雷同（图1-8）。郑燮反复描绘这类母题，虽

然都是模件的组合变化程式，但却笔笔有新意，体现出一

种无穷变化的个性。中国画的程式体系的模件化特征最有

典型性的是《芥子园画传》，它包罗画家们所需的各类母

题，并教授如何熟练表现模件以及利用其构成适应文人独

特趣味的画作。

中国画的技法程式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整个艺术

的创造。“艺术最可贵的精神是独创。”直至近代乃至当

代，山水画中新的程式化表现技法依然在不断涌现。张大

千晚年在原有程式“泼墨法”基础上独创了“泼彩法”，

使其作品意境空阔，灵气回荡；黄宾虹早年学董其昌，而

后则创造“反复皴擦积染，重用浊墨浊色”的新程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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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淳厚华滋”的艺术高度。

在学习传统技法程式体系上，我们应当钻研历代大师

的那些成熟的艺术语言和宝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

地融会贯通。同时还要到大自然中细心体味，尽可能多地

领悟中国画的写意内涵，达到“形神兼备”“ 气韵生动”

的境界。

第四节  中国画的发展历程

一、先秦至两汉—中国画的孕育期

中国古人常将绘画的起源归于伏羲、黄帝、史皇、

画嫘等远古神话传说人物。战国《世本》曰:“史皇作

图。”《画史会要》曰:“画嫘，舜姝也。画始于嫘，故曰

画嫘。”但根据现存确凿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绘画的起

源最早可以远溯至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最具有

代表性的表现是彩陶。原始人用类似于毛笔的工具蘸上矿

物颜料在上好一层“陶衣”的陶胚上进行绘制，烧制后形

成红、黄、赭、白、黑等颜色图案的彩陶。彩陶画制作精

美，描绘有各种图案题材。如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缸

上有一幅鹳鱼石斧图，水鸟衔一条大鱼圆眼、长嘴、两腿

直撑，造型特征准确，并高度概括（图1-9）。

另外，在彩陶上还有人物形象，出土于青海大通上

孙家寨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形盆，在口沿和内壁上描绘

有人物手拉手地舞蹈的景象，形象鲜活，线条精练（图

1-10）。彩陶上还绘有大量的抽象几何化的纹饰，很多是

对早期具象图案不断抽象变形演进而来。原始彩陶画呈现

出色彩明快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富有变化，装饰画面充满

节奏感等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的史前绘画对笔、颜料等绘

画工具已经娴熟地运用，并且掌握了形式表现的技巧，同

时具备很高的审美意识。

夏商西周三代时期以青铜器著闻于世，绘画遗存则

较少。但青铜器复杂多变、华美诡秘的纹饰具有丰富的内

涵，体现一种抽象形态的美感，这奠定了中国艺术不重模

仿讲究再现和写意的审美取向。在《周礼·考工记》的

“画缋之事杂五色”“绘画之事后素功”等记载是具体描

述绘画的分工与步骤。 三代的金文与甲骨文保留大量象形

的图像文字，可以说是中国艺术书画同源相辅相成之最早

实证。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绘画已逐步脱离所依附的工艺

门类的载体，呈现独立发展的势头，但仍还有较强的装饰

性。而这一时期流行的明堂壁画、肖像画、墓室壁画带有

明显功利性的礼制教化特征。韩非子所谈“画犬马难，画

鬼魅易”，是对绘画存形写实表现的较早品评。在湖南长

图1-10  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形盆

图1-9  仰韶文化鹳鱼石斧陶缸

沙陈家大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帛画》长沙子弹

库1号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是我国较早的独幅画，

两幅都是表现灵魂追随龙凤升天的招魂情景，均以立轴样

式，用墨线勾勒，行笔流畅，有早期人物画的基本笔法，

而中国画的传统形式也基本确立。

秦汉开辟了四百多年的稳定局面，绘画也进入了一

个迅速的发展期。在内容题材上有了很大拓展。在表现技

法上，发展以笔墨为主要工具，以线条为主要手法的造型

观念。在秦汉出现了宫廷画工为主体的专业创作队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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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

图1-12  马王堆的一号墓西汉的朱地漆棺

有文人投身于画事之中。张衡是史载画家中最早用纸作

画者。蔡邕《历代名画记》中记载其独创八分书体，又有

《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世。桓帝时的蜀郡太守刘褒画

的《云汉图》使人见之觉热，而《北风图》使人见之又觉

寒。在秦代《拾遗记》中还有外国画家西域骞霄国烈裔的

最早记载。

汉代的墓室壁画形式与内容非常丰富，在壁画技法上

也掌握笔法的虚实顿挫和敷彩的浓淡渲染。汉代的画像砖

和画像石分布广泛，留存数量众多，是研究汉代绘画的重

要参照，画像砖和画像石在表现上以刀代笔，线条强健，

注重动势，简练生动，这都是之后中国画所体现出的独特

审美趣味。

在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出土的几幅帛画以及山东金

雀山出土的一幅帛画是汉代绘画最重要的遗存。马王堆一

号墓的“T”形铭旌画面完整，形象清晰，是具有较高水平

的独幅画。绘画的线条粗细富变化，流畅而致韵，运用勾 线平涂，渲染，直接涂色等着色方法，色彩瑰丽，富华厚

重（图1-11）。

另外，汉代的木器画、漆绘、陶绘、铜器画等也有非

常重要的表现。如长沙马王堆的一号墓西汉的朱地漆棺彩

绘笔法娴熟、色彩强烈、想象丰富，整个画面充满流动的

韵律，是精美的漆画珍品（图1-12）。

二、魏晋南北朝—中国画的成型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时期，

在绘画上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新特点，绘画艺术逐渐摆脱

政教功能和装饰特征的束缚，更具备了独立的表现与精

神。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主体仍是工匠，但已

经出现了帝王画家和专职的文人画家。梁元帝萧绎诗画书

全能，姚最《续画品》评其绘画才能“学穷性表，心师造

化”，留有传世画作《职贡图》。这一时期不少帝王都以

善于书画为荣，极大地提升了书画的地位。

南朝的士族制度形成一批政治经济上有特权的文化阶

层，这些人积极参与绘画，出现了专职的文人画家，成为

画史上较早一批详有记载的著名画家。三国时期东吴的曹

不兴，有为孙权画屏风误墨点蝇和画龙传神的故事。西晋

的画家首推卫协，南朝谢赫《古画品录》评云：“古画之

略，至协始精”。画迹有《上林苑图》《七佛图》。东晋

著名者有戴逵，他堪称文艺全才，不但精于铸造和雕刻佛

像，并且善于绘画。谢赫称他“画人物山水极妙”。同时

期东晋的顾恺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

以职业文人画家的身份提高了绘画的价值，并享有极高的

声誉，其作品笔意周密连绵，称为“密体”，以摹本《女

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图》传世，他提出“以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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