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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硕琦

丛书面向大专院校学生及广大美术爱好者，是一部学习、研究中国书画的基础教材。 该丛书由《中国美术

史史纲》《工笔人物画》《写意人物画》《工笔花鸟画》《写意花鸟画》《青绿山水画》《水墨山水画》七个专题的著述

构成。

《中国美术史史纲》以美术通史纲要的形式，提纲挈领，图文互补，形象而简明扼要地呈现中华视觉审美文

化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及其理论表现形态，并参考了国内最新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 其他的六个

专题，都分别从多角度集中、概括地介绍、研究一个画科的历史和现状，既注重发掘、认识、评价传统，又关注当

代的新创造、发展。 本套丛书，几乎囊括了中国书画的主要方面，反映了其新世纪的发展状貌和最新学术水平。

该丛书具有三大主要特点：历史性、技法性、鉴赏性。

历史性。 该丛书的每一个研究专题，都从本画科发展史的视角追踪溯源，梳理所论画科的形式语言特征、渊

源及其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对在特定历史时代、特定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思潮中创造新形式、新技巧、新语

言、新风貌的代表性画家及其经典性作品进行深入评析，突出重点，使读者在较短的阅读时间内把握、了解该画

科的发展脉络、审美特征和历史走向。

技法性。 本丛书以讲授具体的表现技法为重点，由简而繁，从一枝一叶、一石一山的具体画法入手，到重峦

叠嶂、咫尺千里的山水画巨作的创制，步步深入，循序渐进；通过典型图例解析绘制步骤、程序，一步一图，具体

讲述作画的连续过程和所用技法；既介绍古人的传统技法，也讲授今人的现代技法，更传授著作者本人在多年

的创作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个人的特殊技巧。 其中有临摹的方法、设色的经验，造型的心得、构图的匠意，创作灵

感的萌生、艺术构思的酝酿等。 对技法程序、可操作性预期艺术效果的了解，不但可以激发绘画创作的欲望，提

高艺术欣赏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绘画艺术本体的理解，“由技而入道”。

鉴赏性。 该丛书对古代与现代代表性作品的分析性鉴赏，占有相当的篇幅，使读者通过鉴赏提高审美力，增

强对作品的艺术感悟力，培养会意“象以尽意”的形象思维能力；通过分析鉴赏经典作品，感知精神生命的创造

力，领悟艺术意境创造的奥秘，体味作品的文化意蕴、美学风范、精神内涵。 鉴赏是心灵的体验、灵魂的碰撞。 其

方法是多样的，有的从艺术形式语言分析入手，有的从视觉心理的角度切入，有的以文化批评或社会学的方法

开掘，更多的是采用综合的方式展开。赏析过程是分析与综合的过程。在分析与综合中感知艺术作品的品位，辨

析艺术作品的能、妙、神、逸，认知艺术创造的真谛和美学价值，体悟中华“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大审美观的宏

博精深，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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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是正确的学习方法。 具体的绘画技法，只是入门的向导。 仅仅掌握技法并不一

定能创作出好的书画。对于任何技法，都不能胶柱鼓瑟。进入门厅，就要全力去理解、把握艺术本体的基本规律。

无法而法乃为至法。 唯有“师其心”才能体悟艺术家自由创造的伟大心灵。

新世纪中国画坛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新时代、 在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民族的、 新的中国书画艺

术，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20

世纪是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关键时期，呼唤改革、实践改革、中

西艺术对话成为

２０

世纪的主题话语。 中国画的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创了不同于任何历史阶段的新

局面。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自身的局限性，这表现在创作观念和艺术实践两个方面。总结经验，以利

于开拓未来，该丛书从多角度反映了这种历史性变革的现实和已取得的成就。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的革

新并走向成熟的高峰，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新世纪期盼着伟大的民族复兴和民族艺术的新辉煌，前方的路

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努力。

夏硕琦 曾任《美术》杂志社副主编、编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高级职称评审

委员，中国文化部政府最高奖“群星奖”评审委员，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大展”评

审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现任中央电视台书画院艺术顾问。 著有《论当代画家》等专

著，主编有《中国工笔画全集》等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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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平

作为中国画的重要一脉，青绿山水曾在我国唐宋时期辉煌灿烂，在画坛占据主导地位。 唐代大小李将军想

必对大自然的特殊时刻、氛围极为敏感，他们将阳光下秦岭颜色的艳丽效果集中概括，使画面具有强烈的感染

力，成为中国艺术盛世的极佳代表。 唐宋以后，中国画中的水墨山水胜出，并逐渐成为主流，青绿山水则时隐时

现，到清代甚至几乎被完全淹没，这对中国画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缺憾。 近代以来，许多画家在这方面做出了

巨大努力，如海派画家任渭长，现代画家张大千、何海霞、陆俨少等。

新时期以来， 一些对中国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和重新解读的画家也对青绿山水画给予了特

别的关注。 许俊便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许俊的画植根于传统，更植根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他在继承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技法与精神的同时，又非

刻意地使画面具有了色彩的现代气息。 在颜色的运用上，他十分巧妙地把握着似与不似、具象与抽象的关系，注

意汲取现代画家对色彩的符号功能（象征与表现）的重视和对颜色纯度、明度的强调，在将色彩学的互为补色关

系融入画面的同时，保持着响亮、饱满的大面积色彩效果，形成自己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

从这本带有众多范例的教材中，美术爱好者尤其可以感受，进而学习到如何在苍老、劲健、厚重的用笔中

透出灵动和轻松，如何把“骨法用笔”的遒劲与形象的“气韵生动”结合在一起。 画家在这里表现出高度综合而

又融会贯通的本领：他沉潜于古老的中国血脉之河，却又不是泥古不前，在突破传统青绿山水的局限的同时，

加入了自己通过长期、深入的观察写生，特别是通过大量的速写而获得的真情实感。 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生

实践使他能在北派的雄强伟岸中融会南宗的柔美温婉，在文人画的缺失中，寻回了绮丽斑斓的色彩，从而为古

老的丹青正名。

徐庆平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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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俊，字畅之，号黑山扈人。

1960

年生于北

京。

1980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1984

年

毕业创作获叶浅予奖学金。 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国

画及书法、篆刻的教学、研究和创作。

2000

年晋升

为教授。 曾任教育部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现为中国艺术研

究院中国画院副院长、研究生院研究生导师。 兼任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外聘教授， 中央文化管

理干部学院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重彩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

国际书画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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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绿山水画

发展概况

一 青绿山水画的形成

凭借历史车轮留下的印痕，触摸中华文化史的脉搏，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山水画形成和发展的

轨迹。

自华夏先民在陶器上描绘出云、水等装饰图案（图

1-1

）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在图形中显现了。审视中华

民族传统的美学观，不难发现在体现人亲近大自然并与之对话交流时，在主观意象与客观物象的交融中，需要

借助一种媒介传达出特有的心境， 这样就产生了在视觉领域内充分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表达形

式———山水画。 从山水画的出现开始，它就成为中国艺术史发展中的一个活跃的符号，承载和牵动着一个民族

的心灵世界。

在《楚辞·九歌》中就有对山水画的大量描述，《楚辞·天问》中记有“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天地山

川”，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庙堂建筑上已出现了山水图画，那么山水画形成的历史就应该上溯到战国以前。

而真正对自然山水的关注，是从魏晋时期山水诗和山水图画开始的。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

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在告别原始社会的同时，便告别了山野林泉，从而也逐渐与大自然拉开了距离。 在东

晋时期，不断涌现的崇尚自然的山水田园诗作是在当时的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当时士人的心态开始被宁静的

山水格调所影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在复归山水田园的同时，促使了山水图画的出现。 从那

时起，表面意义上的山水林泉开始消亡，人们实际上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追求精神世界中的山水了，也就在

这时，人与自然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融。 以山水图形为媒介，传达出“天人合一”的精神指向，使源于人物画

背景和描绘地理图形的山水画以特定的表达形式负载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内涵。 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

景画不同，它不仅表现了山川丘壑的壮美之态，同时展现的是一个融入了深刻人文精神的意象化的大千世界，

在对一山一水一石一树的刻画中充分显现了中国画所特有的意境。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山水画形成了独特的

风格并创造了丰富的技法，同时也展现出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审美取向。

那么首先让我们对山水画的形成与发展有个总体的认识，概括地说，山水形象出现于战国以前（当时在服

饰、玉器上已有图案性的山水符号出现）—山水画孕育于魏晋（山水诗、田园诗的兴起，山水树石以人物画背景的

形式大量出现）—初创于南北朝（画理的初探与画法的研究日渐繁荣）—独立出现于隋（以独立完整的形式出现

图

1-1

水纹陶器 原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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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青绿重彩的山水画）—发展于唐（青绿

山水迅猛发展、水墨山水开始出现）—兴

盛于五代（水墨山水技法不断丰富，披麻

皴与斧劈皴两大体系出现）—写境于两

宋（讲究物趣和理趣，构图形式以北宋的

全貌式与南宋的一角式形成明显的对

比）—写意于元（讲究天趣和意趣，把密

与疏、 浓与淡的水墨山水之艺术语言推

向极致，即个性化风格的出现）—综合于

明清（各种画法、各种画派在各自的领域

中发展状况各不相同）。

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源远流长，而青

绿山水画的形成与兴盛，是早期山水画

发展的标志。 从中国画在古代被称之为

“丹青”就可得知，早期中国画的典型形

态是以色彩为主。 为什么山水画要以青

绿重彩的形式出现，有以下几个主要的

因素。

1．

对自然景物的如实描写

走入自然景物之中， 人对山、 水、

树、草的第一感觉，就是满目青绿之色。

青绿山水画正是把握了自然界的主色

调，是对山水林泉造型移景的平面再现。 在山水程式符号出现以前，可以说青绿之色是人们首先共识的山水符

号，因此青绿山水画的出现是对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之一“随类赋彩”的最好示解。

2．

直接借鉴重彩人物画绘画的方法

早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画在帛上的人物画，开始体现出中国画最基本的造型元素。 如汉代的马王堆帛画则向

我们展现了重彩画勾线、设色的表现技法。 到魏晋时期，人物造型的准确性、线描画法的多样性、色彩晕染的丰

富性使重彩人物画日臻完善。 在东晋时期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图

1-2

）中，背景山水树石的描绘就大量地运用

了人物画的技法。 早期的山水画家也都是重彩人物画的高手。

3．

受宫殿楼阁与寺庙洞窟壁画的影响

从秦汉时期大规模兴建宫殿楼阁建筑开始，在其色彩绚丽的装饰壁画中，表现自然山水的画面便大量涌现

了。 随后魏晋时期的寺庙洞窟中的宗教壁画，也多有以青绿为主色的山水背景出现，这些都大大地催化和促进

了人们以青绿之色表现自然山水的认知，以及对表现青绿山水画的渴望。

图

1-2

洛神赋图 绢本 东晋 顾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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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游春图 绢本 隋代 展子虔

4．

受到绘画所使用材料的制约

初期的中国画（卷轴式、扇面式、册页式）多是在帛绢上，虽然在东汉时已发明了造纸术，但在以后很长时

间，造纸技术才逐渐完善，而绘画所用的宣纸，到唐代还只是被列为贡品而没有在绘画领域中普遍使用。 在绘画

发展的初期，墨的生产工艺非常简单，墨质也较粗，人们还没有认识墨的表现性，只是把它当成黑色罢了。 而与

墨色能相溶合的植物质颜色是随着唐代染织业的发达，才逐渐用于绘画的。

二 青绿山水画的发展

青绿山水从它形成的初始，就代表着山水画古典的形态。 也就是说青绿山水画与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水墨

山水画相比，其在山水画发展的初期更具代表性。 因为在唐宋以后，水墨山水画才逐渐成为山水画发展的主流。

重新审视一下青绿山水画的历史，它也并不是完全定格在唐宋的古典形态中，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各个时期

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与面貌，并形成了兴与衰交替发展的历史现象。

隋代是青绿山水画形成的初期阶段，出现了展子虔这位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展子虔对于隋代绘画的

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以后唐代的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之为“唐画之祖”，史学家称其为唐以前最杰

出的画家之一。 展子虔擅长画人物、车马、楼阁、山水。 据元人评述：“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 ”说明他已掌握了

高超而熟练的绘画技巧。 《宣和画谱》中论述其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功，故咫尺有千里之趣”，说明在画面空间的

处理上，展子虔已追求要用有限来表现无限的艺术效果。 他一生绘画作品很多，可惜传世极少，北京故宫博物院

仅存有绢本设色《游春图》（图

1-3

）一卷，上有宋徽宗赵佶书“展子虔游春图”标题。画中生动地描绘了春光和煦、

山野清新、水波涟漪的美丽景色。在绘画技巧上，展子虔创造性地运用了青绿勾填的方法。画面造型用笔细劲爽

利，勾线有轻重、顿挫的变化。 近景树的枝干穿插有序，远山上的树丛则只以墨团涂描而成。 山间踏春的游人直

接用粉点染，精细生动。 以山水画的发展来看，此图的出现，结束了“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初级阶段，是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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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据史料记载，展子虔还在洛阳、长安、扬州、镇江、四川等地的寺院作过壁画，对后世影响很

大，是否其中也有描绘青绿山水的画面，书中并未详述。 现在，我们从敦煌莫高窟保存的隋代壁画中，可以看到

当时青绿山水画的体貌与早期青绿山水画风也是相近的。

唐代是青绿山水画繁荣兴盛的时期。 黄宾虹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大凡唐代画法，每多清妍秀润，时斤斤

于规矩，而意趣生动。 盖唐人风气淳厚，犹为近古。 其笔虽如匠人之刻木鸢，玉工之雕树叶，数年而成。 于画法谨

严之中，尤能以气见胜，此为独造。 ”在这个时期，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则最具代表性。李思训是唐朝宗室，因

曾官左羽林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画史上有大李将军之称。 他的青绿山水画金碧辉映，画中呈现出的山川景物

细致精美，堪称妙绝。 据传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图

1-4

）现藏台湾。 画面意境开阔，长松秀岭，岸经曲折，碧殿朱

廊，丛林掩映，人行其中，妙趣盎然。 风帆点缀于浩浩江天之间，烘托出浓厚的诗情画意。 纵览全图，画笔虽然工

细，但气势雄壮，可称唐代山水画之杰作。 《唐朝名画录》谓之为“国朝山水第一”。 其子李昭道（被后人称为小李

将军）直接继承了李思训的画法。传为李昭道所作《明皇幸蜀图》（图

1-5

）也是这一时期优秀的青绿山水作品。画

中崇山峻岭，云雾缭绕，络绎不绝的帝王一行人马情态迥然，散行于其间。 画中人物，远近行止，变化统一，主次

分明，动静有致，精妙之极。难怪张彦远说他：“变父之势，妙又过之。 ”二李把展子虔的青绿山水画推向了一个高

潮，形成盛唐最有影响的山水画派。

五代时期是水墨山水画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这时产生了以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山水画家，他们

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方法，开始以水墨表现为主，强调山水的雄浑壮观之貌，并成为这个时期山

水画的主流，影响到北宋初期的李成、范宽、郭熙等山水名家。 由于这种画风占主导地位，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专攻

青绿山水的名家，但也有对青绿山水画的记载，比如这个时期的重要画家董源就作有青绿山水画。 近代画家张大

千曾收藏过一幅董源的《江堤晚景图》（图

1-6

），并认真临摹学习，受益匪浅。 隐居太行山洪谷的荆浩也曾用白色

以浓重设色之法作了《雪景山水图》（图

1-7

），画中山形屈曲，气势磅礴，苍古雄浑。 从整体上看，虽然五代时期青

绿山水画处于低谷时期，但水墨山水画的技法不断丰富并达到高峰，使宋时青绿山水画的再次兴盛成为可能。

图

1-4

江帆楼阁图 绢本

唐代 李思训

图

1-5

明皇幸蜀图 绢本 唐代 李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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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江堤晚景图 绢本 五代 董源

图

1-7

雪景山水图 绢本 五代 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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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以水墨为主的山水画派仍然起主导作用。 这种与“青绿巧整”显著不同的“水墨苍劲”的画风，盛

极一时。 《宣和画谱》中提到：“当时（指五代末，北宋初）着色山水未多，能效思训者亦少。 ”到了北宋后期，王希孟

的《千里江山图》（图

1-８

）是现存北宋青绿山水画中的重要作品。 从汉唐的尚武到宋代的崇文，中国文化的内在

倾向由刚转向了柔，因此中国绘画在宋代也翻开了重要的一页———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绘画发展的极盛时期。 中

国式的讲究物趣和理趣的写实山水，由北宋的鼎盛走向南宋末的衰落。 两宋时期的山水画则处于整个中国山水

画史的转型期———写实作品的灿烂辉煌与写意作品的勃勃生机交相辉映。 处于北宋末的徽宗时期又是宋代绘

画转型期的最重要的阶段，这期间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王希孟，一个是米芾。 王希孟以《千里江山图》凌越前

世，把写实类的青绿山水画推向了巅峰。 米芾及米友仁以“米点”皴法造就的“米家山水”是为文人画先声的实

践。 王希孟是徽宗时的画院学生，史书中对他没有什么记载，只是从《千里江山图》卷后，宋代蔡京题跋上始知作

者大略：“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 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

其法。 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事在作之而已。 ”王伯敏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谈到

此图时，注解有：“据宋荦诗附注，王希孟二十余即逝。 ”从这幅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王希孟是个早熟的画家，他

的英年早逝成了一个谜，也是美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千里江山图》可谓巨幅青绿山水长卷，也是我们所能见到

的早期最大的一幅绢本青绿山水卷轴画。 画中主体山川重峦起伏，绵延千里，水波浩渺，雄浑壮阔，渔村野舍、水

图

1-8

千里江山图（局部） 绢本 北宋 王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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榭亭桥、人物舟船，隐现于江山之中，整幅图卷布置极为丰富。 在技法上，画者把山石以浓淡墨勾出，笔触多见侧

锋，并加以皴法，后施以青绿，古厚而不失变化，其表现技法上有独到之处和新的突破，形成了与展子虔至大小

李将军一派青绿画风不同的风格，这幅杰作成为山水画史的里程碑。

南宋时期，青绿山水画风复兴，从大小李将军一派的发展来看，赵伯驹、赵伯骕兄弟俩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赵伯驹擅长画楼台仙阁，青绿间勾勒金色，富有装饰性，传世作品《江山秋色图》（图

1-９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中写秋日的山川景色，有峰峦、河流、飞瀑、村落、

长桥、栈道、松柏、修竹、车马、舟船、行人、渡者，画

面极为丰富。 从技法上看，用笔精细而不琐碎，用色

瑰丽而不火燥，画中渗以水墨皴法，既有青绿山水

的明丽，也有文人画的“气韵”，把唐之青绿山水画

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赵伯骕的画风与赵伯驹基本

相近但又有所不同， 从年龄上看他们也大致相仿，

可以推测在当时他们一定是通力合作、 相互研究、

共同发展的。 赵伯骕的《万松金阙图》（图

1-１０

）是

一幅有其个人风格的作品，此图不拘泥于工整青绿

一派的画法，将青绿与水墨、勾线填色与墨骨渲染、

工笔与写意结合起来，开辟了青绿向水墨转型的先

河。 这也说明二赵山水的表现方法也有多种变化，

工整而无匠气，紧密而不纤弱，雄伟而又典雅。 明董

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李昭道一派，为赵伯

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 后人仿之者，得其工

不能得其雅。 ”像董其昌这样一向标榜“文人画”而

贬低青绿山水画的人， 对赵氏兄弟的画也倍加赞

赏，可见二赵山水画的魅力。 南宋时，画青绿山水的

图

1-９

江山秋色图（局部） 绢本 南宋 赵伯驹

图

1-1０

万松金阙图（局部） 绢本 南宋 赵伯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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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还有李唐、萧照、刘松年等，虽然他们不是专攻青绿山水画，但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画家。 此外，宋代绘画主

要是以宫廷院画为主导，我们从现存的宋人绢本册页中，可以看到一些风格不同的青绿山水作品，虽是吉光片

羽，但精彩纷呈，如《云山殿阁图》（图

1-1１

）、《江天春色图》（图

1-1２

）、《仙山楼阁图》（图

1-1３

）、《曲院莲香图》

（图

1-1４

）等，虽然这些作品都没能留下作者的姓名，但足以证明当时青绿山水画的高手很多，从中也可窥见宋

代青绿山水画的多种风格和多样技法。

元代山水画取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是水墨山水画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 元代

初期，赵孟 是最有影响的画家。 他的画有两种风格：一是工整，二是粗放。 如其作品《谢幼舆丘壑图》（图

1-15

）

就是工整一类，即继承了青绿山水一派的画法，此图布局奇绝，山石、坡岸、松林画法古拙，画中人物独坐水畔，

静观流水，闲听松涛，意态超然，格调脱俗，直取唐人遗意又颇见功力。 元末画家陈汝言所作《仙山图》（图

1-16

）

即是受赵孟 的影响。 赵孟 的《松荫会琴图》（图

1-17

）则是一幅将水墨与青绿画法相融合的作品，代表了赵

图

1-1１

云山殿阁图 宋代 佚名

图

1-1２

江天春色图 宋代 佚名

图

1-1３

仙山楼阁图 宋代 佚名 图

1-1４

曲院莲香图 宋代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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