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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的概念

它是用色彩、线条在平面上描绘形象的美术种类。广义
上它包括图案装饰文样和建筑设计图等一切画种和品类及其
所有样式、形式。它运用刷、笔、手指、刀等各种可被利用
的工具，通过拓印、腐蚀、挥洒、涂抹等各种绘制手段将黑
墨、颜料等材料，移置于木板、皮革、纸张、纺织品、器
皿、墙壁或岩石等平面上，利用色彩、透视、线条、明暗、
点、线、面等造型因素，构图形成具有一定形体、质感、静
止和平面的视觉形象。

绘画是现实生活的高度概括和艺术再现，并在作品中融
入了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用以感染观众、教育群众，
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绘画产生于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人类
审美观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在世界各个民族
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形式、种类和传统，并分为东方绘画和
西方绘画两大体系。

绘画的种类

绘画作品按画面形式来分，有单幅画、组画、连环画、
插画、细密画、架上画、卷轴画、镶嵌画、玻璃彩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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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材料技术，绘画可分为素描、中国画、油画、水彩
画、铅画、壁画、岩画、布贴画、树叶贴画、拓印画、铅笔
画和铅笔淡彩画等。

按绘画所反映的内容、题材可分为：（１）人物画：以人
物为主。描绘具体人物的人物画称肖像画。（２）宣传画：又
叫招贴画，以宣传为目的。（３）动物画：以动物为主。（４）
风俗画：以社会风貌、生活为题材。如中国宋代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海牙画派中的丁·伊斯拉滨尔斯表现渔民生
活的风俗画。（５）漫画：用夸张、变形等手法达到讽刺、幽
默等目的。（６）军事画：反映战争事件及军事活动；（７）宗
教画：以宗教教义以及故事为题材。（８）年画：指在中国专
为春节鼙庆活动绘制。

在题材划分上，除人物画外，中、西方有所不同，西方
包括室内画、动物画、静物画、风景画；中国分山水画、花
鸟画。

以上分类只是相对的，事实上一幅画往往分属几个不同
的种类。

浅谈绘画的题材

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中的 “题材”问题，可以说是最令
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了。何谓 “题材”？深究起来，涵义不仅
十分不清楚，人云亦云，而且经常争论不休，有时甚至被扯
进政治的纠纷中去。而且，迄今有许多文章中仍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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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内容”这样一个名称，顾名可以思义，无非是说 “题
材”属于艺术的 “内容”范畴，或 “题材”即 “内容”而
已。

我们通常认定：“内容决定形式”，这确乎更是不容争辩
的原则。但是，那种说法把 “题材”归入了 “内容”的范
畴，无异就是说，“题材”可以 “决定”形式或其他。这种
理论，同时还隐寓着一种倾向性：认为 “题材”在艺术创作
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比较重要的，即使不是 “决定”一切，也
是举足轻重。持这种意见的主要缘由，是主张艺术必须有
“重大”的 “教育作用”，而 “重大”题材乃是一个必要的条
件。这种 “重大”题材又必须是描绘人的社会生活场景的艺
术品才能达到，因此往往不恰当地推崇 “人物画”，从而又
或多或少地贬义甚至否定人物画之外的其他题材。譬如，有
些人说：封建士大夫专业画家搞的田园、山林艺术和宫廷贵
族玩赏的花卉虫鸟艺术，……逃避现实也好，安逸享乐也
好，都有这个走向衰落时代的精神面貌之反映。很显然，这
里对山水花鸟题材是持否定态度的。

上述见解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普遍地存在着的。
他们一般认为， “人物画”是有 “现实意义”的，因此是
“入世”的；而 “山水花鸟”画则是 “逃避或脱离现实”的，
是 “出世”的、消极的。最近以来，尽管在艺术实践上已有
许多非人物画出现，也受到欢迎和重视，但在有些艺术理论
文章、书籍中，思想路数仍然有推崇 “人物”而贬义 “山水
花鸟”的态度。而最可笑的，又莫过于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他们说中国绘画史中的 “山水花鸟”题材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是封建社会的 “自然经济”之 “反映”，而 “自然经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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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绘画也就是 “落后”的了。这不禁
使人想起 “四人帮”时期曾有人认为，物理学是 “唯物主
义”的，而心理学则是 “唯心主义”的。两者实有异曲同工
之妙。

根据绘画史的客观事实，中国绘画史上也不是绝对没有
“人物画”题材的存在，只不过同 “花鸟”、 “山水”相比，
前者的发展高度不如后者罢了。至于西方绘画史，“人物画”
的发达程度确实大大超过了中国绘画史，但他们也不是没有
自然景物题材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西方绘
画中的 “山水” （风景）和 “花鸟” （静物）题材作品的出
现，不但不是在他们的以 “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时
期，相反地，西方绘画中的自然景物题材之大盛，却要晚到
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难道这也能说是 “自然经济”的 “反
映”吗？

从艺术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考察，无论中西，在前期一般
都比较关注人类自身的形象的描绘，以 “人物”、人的 “社
会生活”状况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均不罕见。此时，自然景物
统统是作为 “人物画”中的陪衬物而出现的。独立的自然景
物题材在绘画史上出现的时刻一般地都是较晚的。在西方，
纯粹的 “风景画”同 “静物画”，直到十四、五世纪的 “文
艺复兴”期才出现；在中国绘画史上，虽然相对地说比西方
为早，但也还是属于绘画史后期的历史产物。独立的 “山水
画”和 “花鸟画”，基本上是唐宋之际出现的。而且在中国
绘画史的后期，“山水”“花鸟”题材甚至严重地排挤掉 “人
物画”题材，几乎成了它们的 “一统天下”。这些都是不可
忽视的重要历史现象，其真实性质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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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探讨的巨大美学难题。因为这种历史现象不仅出现于
中国，事实上西方绘画史发展到了１９世纪末的 “印象派”
之后，自然景物题材排挤 “人物画”的倾向也同样出现过。
西方艺术到了现代，也不像已往历史上那样对 “人物画”题
材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去刻画描绘了。这种情况，如果简单
地斥之为历史的 “倒退”，甚至 “颓废”、“没落”或 “单调、
贫乏”，也是根本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说服力的。

“题材”一词，检遍中国的古典画论，丝毫不见其踪影，
可能是从西方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一词转译过来的。但是，西
方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现代的学者，他们更多的喜欢用

Ｍｏｔｉｆ一词。如贡布利希，他的著作中大都用 ｍｏｔｉｆ以指
“题材”。但此词颇难找到一个妥切的中文译名，一般译为
“母题”，如不加以注释，很难一目了然其真实的内涵。这个
问题暂且先搁置一旁，我们还是从一些具体的历史现象的考
察入手，探讨一下 “题材”这个概念应有的涵义。

把 “题材”当作艺术的 “内容”，并含混地称之 “题材
内容”，这种做法极易导致 “题材决定论”的结果。究其美
学上的根源，则在于我们往往不恰当地理解 “艺术反映 （认
识）生活本质”的命题所致。如前文谈及，长期以来流行着
一种美学见解，他们把艺术的美学功能简单地归诸 “求知”。
这种理论发展到了近代，论述得更为十分明确具体。依他们
看来，所谓 “艺术创作”，不过是对某一类事物的普遍性的
感性特征进行一种艺术的 “集中”、“概括”、“提炼”而创造
出来的一个个体性的艺术形象。譬如有的论述说，徐悲鸿画
的马，都是经过画家的选择、概括、创造，把自然形态中的
许多马的特点，集中到个别马的形象之中，使这个别的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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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比较充分地表现出马的本质特征。简单地说，就是 “以
一寓多”或 “以一当十”。这种 “理论”，虽然也想把艺术创
作同科学研究区分开来，也承认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都需要
概括，更强调它们的区别在于：科学概括最后总归结为抽象
的结论，直接把本质指给读者看；而艺术的概括始终不脱离
具体可感的形象，它将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在
某一个别对象身上，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等等。但是，“科
学”和 “艺术”都 “概括”事物的 “普遍性的本质”，两者
有没有区别呢？有人会说，科学家研究马，是从生物学角
度，研究马的形态和生理机能，概括出马发育、成长、繁殖
的规律，但艺术中表现出来的马的 “本质”又是什么呢？显
然，如果持这种观点，则会陷入一种理论困境之中———他们
也有意无意地感到用 “认识本质”说来解释画马的例子的困
难，但他们既不能又无法违背 “艺术认识 （反映）事物 （生
活）的普遍本质”这个最根本原则。事实上，上述 “理论”
所 “指导”出来的马的绘画，只能是一种 “科学图谱”———
它表现的只能是马的自然本质———即生物学的本质。可见，
这种简单化的艺术理论——— “认识本质”说，是一个怪圈，
正像如来佛的掌心，掉进去之后是休想逃得出来的。

曾有这样一种看法：“‘文艺反映 （或认识）生活本质’，
孤立地看这样一个命题，很难说它是正确或者错误，因为你
既可以正确地理解它应有的实际内容，但也可能错误地解释
它的具体内涵。”上述的那种情况，看来是明显地属于后一
种。因此这里只就 “题材”的角度来讨论有关的问题。

很明显，上述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 “认识本质”（求知）
说，同 “题材决定论”之间有着一种一脉相承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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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画马只是为了表现马的普遍性 “本质”，那么，马的
“题材”当然就是画马的唯一 “内容”了；而 “内容”是决
定 “形式”的，那末，“题材”无疑是最高和最后的决定者
了。事实上，在我们的绘画创作领域，“有了题材就有了一
切”的观念至今仍极为流行，其思想理论上的根源，盖缘于
此。

任何理论的正确与否，必须有待于实践事实的检验。上
述 “理论”，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艺术活动的具体历史现象中
去稍作检验，便会显得漏洞百生又错误丛生，矛盾成堆而无
法相圆。

艺术作品中，有时勉强还能说通，但也不是所有这类题
材都能完美地证实上述的 “理论”。较明显的事例是历史题
材，历史题材所描绘的也是人们自身的形象和社会生活现
象，但它不是当代人而是古代人的生活现象。依据上述理论
———艺术中描绘的某个 “个体”即表现了此 “个体”所隶属
的 “类”。于此，艺术中描绘了一个古代人物，当然只能解
释为表现了远离现在的古代人和古代人的生活本质了，这是
顺理成章的，同时也是许多人这样理解和论述的。然而，人
们事实上并不满足于此，有些理论文章中除了断定 “历史题
材作品就是表现了历史本质”之外，也强调了这个历史 （古
人）生活同现实 （今人）生活的某种 “联系”。这就表明了
他们对上述那个 “普遍原理”的信奉也并不是十分理直气壮
和无条件的。而是有所保留甚至怀疑的。过去曾有一位有名
的历史学家就公然提出过：“历史剧既是戏剧 （艺术）又是
历史 （科学）”的命题，颇具典型性。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
表现的究竟是否是古人古事的生活本质？要澄清这个问题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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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尚需时日，这里不免掉进无休止的论争之中，故暂且 “存
而不论”。

同样，和历史题材性质相近似的是 “神话”或 “宗教”
的题材。而这一类题材对上述 “理论”的冲击，就要比历史
题材大得多了。人们一般不大会公然陈说神话题材的艺术表
现的是 “神话”或 “宗教”的 “本质”，通常都是婉转地说
此类题材 “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质云云，直接否定
了上述的 “理论”。这样，“题材内容”的概念和 “题材决定
论”的堤岸，便开始崩坏了。迄今从未见到哪一本美术史中
明确说过，希腊绘画中的神话题材作品表现的乃是奥林普斯
山上居住的神祗生活的 “本质”。由此，“题材”与 “内容”
之间便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预兆了这个 “理论”的进一
步溃败命运。

但是，最使上述 “认识本质”理论难堪的还是绘画 （艺
术）中的自然界的景物题材 （山水、风景、花鸟 〔动物〕、
“静物”等）。很清楚，上述理论的最终美学基础是断定：
“自然美”即在 “自然”本身。因此，所谓 “马”的 “本质”
也就只能是它的生物学的自然本质。这种美学观点曾招致很
多人的非议，当然很难 “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即使我
们退一步言，说画马是表现了马的 “社会本质”，理由是马
已被人所驯养和使用，具有了一定的 “社会性”，因为它对
人已有了一种 “社会功能”的性质，如果我们勉强承认此说
有一定道理，那么，艺术 （绘画）中作为 “题材”出现的一
切自然界物象，其中也还有一些完全与人不曾产生过任何社
会性联系的东西——— “山水”、“花鸟”，决不能说所有这些
自然事物都一概具有 “社会本质”，这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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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法说服人的。因此，有些人又补充一些说法，指出描写
自然物的艺术作品，如山水花鸟画、风景诗、咏物诗等等，
……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从艺术形象所渗透的思想感
情，所寄托的理想愿望中体现出来的。并说，中国古代画家
所谓 “寄情山水”，就是说在对山水景物的观察体验中寄托
自己的情感志趣，同时又通过山水画把这种情感志趣体现出
来。显然，这是同画马为 “认识”马的 “本质”之说自相矛
盾的———中国的山水花鸟画所表现的不是自然之 “物”而是
“人世”之情。这样，就把那个 “认识本质”的机械论美学
的堤岸进一步冲击得支离破碎，摇摇欲坠了。

我们绕了一圈之后，重新回到人物画题材的范围之内，
再看看艺术作品中描绘了人的自身的形象，是否必定是：
“认识”其自身的 “本质”呢？曾被一些人奉为神圣不可动
摇的 “最高”美学指示：“以一个挑水人来表现许多挑水人”
（别林斯基语）的命题，能否视之为绝对正确的最根本的原
则呢？

艺术创作中的现代或当代生活题材，是那种机械论美学
的最后匿身穴洞。然而，事实上也不是所有实际事实都能符
合于这个 “认识本质”的机械论观点。最突出的例子是鲁迅
先生的 《阿Ｑ正传》小说，画家为之所作插图或各种单幅
绘画不可胜数。过去曾有过一种依据上述 “挑水人”理论来
解释 “阿Ｑ”这个人物形象的美学性质，从而得出结论说：
“阿Ｑ表现了他所隶属的 “类”——— “贫雇农”，于是 “阿

Ｑ”性 （精神胜利法）便说成是表现了贫雇农民的 “阶级”
性 “本质”云云。这个结论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
不能不使人怀疑上述那个 “普遍规律”的正确性。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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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绝对不存在符合于这种 “认识本质”理论的艺术创作和
艺术作品。比如说，一幅宣扬 “优生优育”的招贴画，或者
是一幅宣传绿化植树的招贴画等，这样的事例大概是能验证
上述那个 “以一当十”的理论。当然，类似的情况也还可以
在艺术 （甚至包括文学）领域中再找到一些。但无论如何，
充其量只能说是一部分，而大量的情况 （如前举的事例：历
史题材、神话题材、自然界的景物题材等等）都违反这个以
“个体”表现其 “类”的原则。这样，何以使人信服地证明
它是一个普遍性的艺术的规律呢？当然，除非像 “四人帮”
那样，像驼鸟一样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把一切不能符合这
个机械论观点的现象一概排斥于艺术殿堂之外：历史题材
———宣扬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话———宣传 “迷信”；
自然物题材———欣赏 “风花雪月”的有闲阶级的没落情趣；
更不用说形象中根本不存在 “题材”因素的抽象艺术了。于
是，唯一能称之为 “艺术”的，就只有八个 “样板戏”了。
指导 “四人帮”的这种荒唐行径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就是那
个 “题材决定论”——— “题材即内容”———艺术作品中描绘
的某一 “个体”即为表现其所属的 “类”，两者之间完全是
一种直接的、“立竿见影”式的机械 “反映”的关系。如果
把这种 “理论”误认为 “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这是对马
克思主义的莫大嘲弄。

如果我们真心诚意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信奉 “实事求
是”的科学原则，那么，首先就必须尊重事实——— “实
事”———其中当然也包括历史的事实。根据前文所列，艺术
活动的历史现象中客观存在的事实的大多数 （尽管不是全
部），均已无情地驳斥了那个 “立竿见影”式的机械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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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以自然物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中描摹的某一物象 （题材）不是艺术的真正的
“内容”，———所摹者为 “物”（自然），所涵者为 “情”（人）。
真正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就必须首先承认并尊
重这个铁的客观事实，并从这个 “实事”中去求取客观存在
的规律性——— “是”。

画意在画外

前文曾提及，中国的古典美学中找不到 “题材”这个概
念，但并不等于我们的先人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虽然他
们用的是一套和西方人有所不同的论证方式和术语，但如果
深入地辨析的话，我们将会发现，中西美学的 “不同”之中
也还是存在着某些 “相同”之点———中国的古典美学中虽未
见有 “题材”的概念和范畴，但他们也曾深刻地探讨过这个
极为重要的美学问题的。

最值得我们注意并重视的，大概要数北宋苏轼提出的那
个所谓 “象外之意”的概念了。

１９８０年，写过一篇专门研究苏东坡的文章——— 《苏东
坡作画与论画》，其中对苏轼的绘画创作实践与绘画美学的
理论作过一些粗浅的论证。这里不妨摘引一下其中的某些论
述。

“苏轼说的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用意是十分明
白的：儿童因为知识浅陋，看画只看到画的是什么东西。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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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枯木竹石画，作画者的目的和画中的内容远远不止告诉人
这是 ‘枯木竹石’，欣赏者还应到这些 ‘枯木竹石’的 ‘象
外”去寻求更多一些东西。这才是苏轼反对 ‘形似’之说的
本意。……”

“绘画中描写了枯木竹石之类自然物形象，却要求欣赏
者由此而联想及彼 （象外）———借物 （象）以抒情，这样，
摹写枯木竹石——— ‘形似’，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比、兴’手法的根本性质就是把 ‘象’和 ‘意’两种东西
在艺术中联系起来，因为在客观世界中，这些 ‘象’和
‘意’往往是互不相干的东西。苏轼一再强调 ‘象’外，就
是告诉人：画中的真正内容，必须求诸自然物 ‘象’之外。
……”

“文艺创作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自然物
的形象作为 ‘题材’（如花卉），其真目的决不是仅仅为了表
现 ‘花’的形象自身，（所谓表现 ‘花’的 ‘本质’，更为舛
谬）。……举例来说，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描绘荷花———从唐
人 《簪花仕女图》中人物头上的荷花一直到齐白石笔下的荷
花，画家何止千百，画的俱是同一种荷花，你能说所有的荷
花画都是同一个 ‘内容’么？当然不能。事实上，千百年来
以荷花的物象为同一个题材的作品，不仅每一个时代都有不
同的时代特点，不同画派都有不同的面貌，甚至同一个画派
的不同画家均有互异的个性风格。这些，你能说它们都是表
现了同一个荷花的 ‘内容’吗？不能，我们显然不能把 ‘题
材’误认作 ‘内容’，而应该说，这些不同的荷花画中的不
同内容，就是各种互有差异的社会思想 （包括感情）———时
代的、社会集团 （或阶级）的。这个所谓 ‘内容’，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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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精神 （这个 ‘主现’，不是指画家个人，而是指一定的
社会集体）。它是客观的社会物质生活的 ‘反映’。可见，所
谓艺术 ‘反映’生活，这个 ‘反映’的概念，是有着极其复
杂深刻的内容的。不能简单地认为艺术作品描写了什么东西
就是 ‘反映’了什么。依此看来，苏轼等人说这艺术形象要
表现一定的 ‘象’外之 ‘意’、‘神’、‘理’等，这种说法显
然有其合理的因素。虽然他们并没有能正确理解和阐明它
们，但毕竟给我们指出了极重要的一点———艺术的形式和内
容是有它的特殊性的，同其他思维活动是有所区别的。”

苏轼提出的这个 “象外之意”的概念，缺点是谈得过于
笼统含混，因此千百年来真正能释其真意的人不多。由以上
所谈，不妨可以断定：苏轼说的这个 “象”实指 “题材”而
已。前文提及， “题材”一词，译自英语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可能有 “主题”（ｔｈｅｍｅ）之义，但也可解为 “题目”
（ｔｏｐｉｃ），这里应是后者为妥；ｍａｔｔｅｒ为 “材料”则不会有
歧义。但不论是 “主题之材”还是 “标题之材”，反正是艺
术创作的 “材料”，不应是艺术创作的 “内容”，则是无异议
的事。这里可以再回到本章开始时提到的那个 Ｍｏｔｉｆ的概
念，“母题”的译名其实不妥，远不如吴甲丰先生曾译之为
“契因”，虽也不十分理想，涵义却较之贴切得多。贡布里希
等人著作中多用此词，涵义其实即为 “题材”。国外有一本
通俗的艺术辞典中解释ｍｏｔｉｆ一词极为精粹扼要：

“指绘画中 （摹写）的物象，但它并非绘画创作的终极
目的，而是在艺术构思和意匠经营过程中据此来展示某一些
意向。”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ａ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ｎｏｔ　ａｓ　ａｎ　ｅｎｄ　ｉｎ　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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