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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年鉴》是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本具有

学术价值的当代美术类主题性图书。

   《收藏年鉴》每本按照专题策划，本次主题意在通过

探讨并围绕“文心雅韵 书画同源 ”这一主题，将着重报

道、解读当代具有文人画品质的画家作品及其艺术思想、

创作观念等。通过对艺术家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与介

绍，发掘和传达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和文化精神内涵,展现

当代艺术家的风采和创新精神。以期行业人士和艺术爱好

者、文化研究者，对书画艺术有更为清楚和坚实的认知、

体察和启悟，并与其他文化领域有更深的融通。

    本次“文心雅韵 书画同源 ”主题将采用传统报道+

深度采访的形式，除了刊登书画家的作品与文章评论外，

还走进艺术家的生活当中，在细微处展现艺术家的个人魅

力，让艺术家在不断创作并完善绘画语言的同时，也展现

着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自己。毕竟，画

面中处处流露着画家自我的真情实感，细腻之中流露着人

性的本质，或平静、或自然、或平和……

    艺术灵感源于生活，热爱生活的艺术家才会创作出好

的作品。本书还将注重画家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展示画家

在工作之余、创作之外的喜好、兴趣，在音乐、文学上甚

至当代艺术有哪些研究？在国内外写生的时候，对于地域

文化风土人情的评价有哪些心得？关于茶文化、酒文化的

有怎样的喜好？喜欢哪些体育运动？对科技对网络的看

法？是否有兴趣写博客发微博等等。我们都会通过这些全

新的视角，图文并茂地报道，向大家展示当代艺术家独一

无二的风采与魅力，用最别致的版面向读者展示当代书画

名家的艺术人生。

卷首语

    本读物设计定位：清朗，古雅，厚重，学术，时尚。

《收藏年鉴》封面采用200克特种纸过亚油，内页暂定232

页，14.5个印章，开本为16开，内文纸张选用128克特种

纸，印刷采用海德堡对开六色印刷技术。

    本书实行多种发行方式：

    1、专业发行机构河北美术出版社，主要针对全国各大

书店；针对性地在全国各地的艺术类书店上架；

    2、通过网媒（《收藏年鉴》电子版与网络版）和纸媒

的宣传，使读者可以通过订购的方式获取；在本次《收藏年

鉴》出版的同时，我们将本书设计成电子版图书在全国各大

艺术类网站对外同时传播。媒体宣传、报纸、杂志、网站

等。

    3、通过邮局、快递、登门赠送等方式把书投递到全国

各省市政府机构、知名艺术界人士（以研习文化艺术和创作

为主）、美术馆、画廊、学校（以文化艺术教育与学习为主

的艺术院校师生）、文化艺术机构和各类艺术社团以及其他

爱好文化艺术的各界人士。

    敬请关注和支持 ！                                                       

                                                    

                                  《收藏年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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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相当一段时

间，中国书画家处在竞走时代。眼下似乎还看不出谁

是“天下第一”。“第一”即大师。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大师的形成，必然是“水到渠成”。

艺术在新的世纪，它与高科技是截然不同的“品

牌”，但与高科技在社会上是两种相平衡的力量。

有人说：“新空间，中西艺术可合可分。”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国家自己的艺术，或是民

族自己的创造。各民族的艺术可以相互借鉴，可以取

长补短，但不能“合”。

用金钱、地位衡量不了艺术家的高低；艺术品的

真正价值，不在商场或拍卖行中决定。历史会公允地

检验艺术品的品位，“时间”比“空间”更能准确地

评议艺术品的优劣。

书画和音乐是感情丰富的艺术，除了有教育作用

外，还能提高社会文明与素质。它不仅有助科学家的

科学研究与发明，还能消除人们的烦恼和疲劳。

科学家热爱音乐、书画，是由于艺术能帮助科学

家酝酿适合创造思维的感情。这种例证很多，爱因斯

坦写出《广义相对论原理》，就曾受到一支钢琴曲的

启发。

看画，一种多看，一种精看，两者不可偏废。

看一家画，不如多看几家画。不只是看古画，必须同

时看现代人的画。再者，看画，不仅看自己喜欢看的

画，还要看自己不喜欢的画。

我有一首论画诗，内有句云：“法尽理无尽，

理尽法又生。”道理在什么地方，我也以诗同答，说

是：“画法原无限，至关天地情。”最终还是落在人

的审美情趣上。

任何一个画家，平日不读书，不看山，不听音

乐，不去十字街头，肯定是一个白天躺在懒椅上喜欢

做梦的人。

作画要有法，无法为瞎画。作画要下苦功夫，不

如此，却以“无法”来冒充“有法”，自欺欺人，到

头来一场空。

工作需要时，应该睁大眼睛，构思落墨时，不妨

半睁半闭。“迁想妙得”往往在睁大眼睛获得领会之

后许久的日子里，然后又闭上眼睛。

一部美术史，或者是音乐史以至是戏剧史，它所

歌颂的是人的创造价值。

作画要有法，无法为瞎画。

砚
边
画
语

撰
文
：
王
伯
敏

元 黄公望  九峰雪霁图轴(局部)  绢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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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前进中富有魔力的引导。中国画是最有

希望的民族绘画。新世纪到来，它必将蓬勃地发展。

绝望，是危险的标志，它会使人停止不前，以致

使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中国画家的面前，没有任何绝

望的象迹。有人说，“文人画必然没落，绝望挣扎没

有用”，这是杞人忧天，是妄自菲薄的咒语。

 

昨日子夜案头支颐，忽然想到作画要“五到”，

取纸笔记之，为梦语。余之所谓“五到”，即“笔

到”“墨到”“水到”“意到”“神到”。

 

有一种审美要求，主张“以素为贵”，如认为璞

玉用不到雕饰，理由是“其质至美”，陶瓦“形具拙

美”也不必雕饰。今人讲求日用品的装饰，似应注意

用此，何必“统统花花绿绿”。

年青时上学，听一位老师评画，提出“高、厚、

大、重”四字为准则，不无道理。当时老师要我们背

姚鼐《复鲁洁非书》中一段话，至今细嚼，觉得有

味，并录之：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

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

光也，如是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

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千万勇士而战之。”

一句话，艺术家若得宏伟壮观，还要自己有力

量。力在气魄，量在如大海的心胸。

贴近时代脉搏去表现现实生活，是绘画的一种职

责。但所表现的，除了以形象直接显示时代精神外，

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内在的时代意识以及与时代十分

融洽的热情。

给一部绘画史打个比方，它如一台戏，演出的地

点，在民间、寺庙、墓室，或在宫廷、御苑，或在文

化人雅集之处，或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镇。演员，主

要是画家，书法家与诗人有时亦先后出场。收藏家是

“戏本子”原稿的保存者，在时还担任舞台灯光的操

作；评论家则是一台戏的鼓吹者，有时还担负台词提

供的任务……

书给人之益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中得到知识，得

到启发，也可以从中找到快乐，解闷或安慰。其最大

益处，在于从中得到有价值的疑问，并由此使自己在

学术钻研上得以深入又深入。读书，往往使人乐在其

中，苦亦在其中。

元 倪瓒  古木竹石图轴  纸本水墨

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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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幅好的中国画，主要应看两个方面，那便

是图式与韵味。最近两年我探究中国画，经常在思索

的，便是图式与韵味这两要素。

一幅中国画要真正拨动观者的心弦，关键在于

图式与韵味的拿捏。图式的张扬，所演绎的是画的外

在格调，它带给观者的是夺目的视觉张力；而韵味的

内敛，所蕴含的为画的内在神韵，它所发抒的是微妙

的性灵感应。传统的中国艺术历来便有格调派和神韵

派之分，而今新式的“格调派”虽也面目繁纷，但在

西画的大肆凌虐之下，大多为只见其形不见其韵，不

少画家乃至有的名家，竟已不知笔墨灵性为何物。有

时我甚至怀疑：从前中国画品评笔墨韵味的那一套讲

究，现今是否已该束之高阁？

中国画之关键在图式与韵味，亦即画意与写意、

形与质、格与韵两方面在画上的融合体现。对画家来

说，外在形式与内在韵味两者虽不可或缺，但形式佳

构作为一门学问，年轻画家亦可悟之；而韵味深化包

含精深功力，则必大器晚成。因此，图式要顿悟求变

而韵味须恒定渐修，两者之间有个很大的时间差。那

对画家早期而言，又该如何来协调彼此，如何看待两

者之孰重孰轻？

若以影视制作为喻，首要该有个好的故事结构。

若无好的故事结构，纵有好导演好演员亦为白搭；而

若有了上乘故事结构，即便导演演员为初出茅庐，亦

未必定会弄砸。以画而论，画家功力深厚当是可羡，

但若无图式佳构，纵有功力亦未必幅幅皆佳。又何以

撰文：舒士俊

中国画两要素
—图式与韵味札记

轻人对各方面的知识学养有灵性，在图式上就可能跟

他人不一样，在画上会有一个与人家不一样的形貌。

图式主要靠顿悟，但韵味却是要靠渐修的。你要现在

的年轻人一下写出像老一辈那样有韵味的书法，显然

不可能，因为这韵味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所以，

青年画家要成名，肯定先要靠图式制胜。传统很讲究

临摹，你如画人物就学陈老莲、任伯年，但学进去以

后不容易跳出来，就把自己捆死了。一个画家在图式

上没有自己的独创，是不可能有突破的。

但是作为画家长久的修炼规划来说，也不能只

抓图式，把韵味扔开不管。早年成名靠图式独创，接

下来，就应该在韵味上补课。如果一直不重视韵味的

修炼，那作品就不能深化，它内在的精神韵味就出不

来，若干年以后就会觉得自己亏大了。画中国画若对

韵味修炼一直不以为然，只靠图式翻花样，那到了老

年怎么办？一个画家到了60岁、70岁、80岁，按照人

生的自然生理规律，到老了大脑思维功能肯定要萎

缩，不如年轻人、中年人，这时要再靠图式翻新，那

肯定力不从心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画家到了老年每

况愈下，再也没有图式创新能力，由于写意韵味的修

炼不足，他们的画已毫无后劲可言。

但是，如果是一直坚持韵味修炼精进的画家，情

况就会大不一样。像齐白石画虾，从年轻的时候一直

画到八九十岁，而他晚年画的虾，那么随意的几笔，

他四五十岁画的哪能够比？黄宾虹的画，也是到了

八九十岁才更精彩。朱屺瞻甚至到了100多岁，还能

画出令人吃惊的画。这就是坚持韵味修炼发挥出来的

后劲。如果把中国画家一生的艺术跋涉比作长途马拉

松，那么，坚持不懈的韵味修炼，就能支持你跑到终

点而不致半途落荒。

图式和韵味，图式要讲究创新，而韵味则要在

一个相对较为固定的模式里修炼。韵味的修炼就如同

打井，打井看上去重复劳累，若没有一定的毅力，打

到后来就会生厌，觉得太单调乏味，打不下去。艺术

功力的修炼，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毅力，

一直坚持“打井”，打到最后，这“井”就可能会出

水、冒油，闪光。这里的关键有两个：一是要看你选

的“打井”位置对不对，二是要看你有没有耐性坚持

不懈地打下去。

所以我认为，学中国画一定要对图式的变异规律

有深入探究，同时，也要不断通过修炼，来提升画中

的韵味。韵味的修炼，其实就是把人下意识的灵性发

掘出来，通过千锤百炼而使作品出神入化。如果把中

国画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就要理智地思考图式研究

和韵味修炼这两个关键的因素，把握好自己在艺术追

求上的短期和长期目标。

图式的韵味深化修炼对画家而言，具有抗老化的

养生作用，这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就我的接触，首先

是陆俨少先生，他早年患有哮喘病，我在“文革”中

到他家，就见他在用哮喘喷雾器。但即便是这样的身

体，即便是长期身处逆境，图式韵味的深化修炼仍对

他深有吸引，至晚年他仍孜孜不倦探求变法。正是图

式韵味的深化修炼，不但使他艺术卓有成就，寿数也

超过了原来比他体健的刘旦宅。

还有一位我接触过的，以画的修炼来养老的画

家，是活到百岁的王康乐。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

经常到他家，希望从他身上观察到画画与养生的关

系。我发现王老天天作画，从未间断。并且，他不断

为自己设定目标，不是今年出画册，就是明年哪个杂

志做宣传，他都一一亲自操心。在画上，他也不时在

探求变法，还经常与我探讨。有一次他对我说，年岁

大了，必然会看见身边的亲友一个个地离去，有时会

突然觉得很寂寞难受，但当一回到画中，他就觉得自

己精神忘怀解脱了。从他那儿，我明白了为什么王石

谷晚年非常欣赏杜甫的两句诗：“丹青不知老将至，

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里，我把近年来对图式与韵味的陆续思考归在

一处，希望能使学中国画者有所悟得。

文章摘自舒士俊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hushijun1948

品鉴

有的画家早年功力尚欠，却仍能崭露头角？以其画意

图式夺目，纵有瑕疵亦不掩其形式美也。环视当下画

圈，我见有笔墨功力的画家陷于图式困境，也见有笔

墨功力尚不逮却别有一格而竟成名家，就不觉奇怪

了。

画意图式之探索与优化，会给画家带来大格之

幻变，它对一个画家的成就非常关键。当然亦不可否

认，韵味之恒定修持渐进，会给画家带来内质深化之

幻变和持续拓展的后劲。显然，外在形式偏于智性之

微妙体悟，而内在韵味偏于灵性之微妙力感，虽两者

之成有很大时间差，但最终必相辅相成，助推画家自

身的最高成就。

图式最好要有独创性，能体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时

代精神就更好。而它内在的精神韵味，又要经得起推

敲。在这方面，中国画与书法在审美上有共通处。一

个书家的书法成就如何，关键在于它外在的结体和内

在的韵味。书家有自己独特的结体很重要，结体是书

法的外形。不过，光有外形还不够，书法还要有内在

韵味。而韵味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能修成正果的。

如没有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这样的功力，微妙的

韵味就出不来，所以古人有句话，叫“人书俱老”。

其实中国画也一样，也讲究外在的图式和内在的韵味

这两样东西，它也是“人画俱老”的。

图式，也就是画面形式感。画中国画，有的画家

成名比较早，主要就是在图式上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画面形式感打动人，他就成名了。相对来讲，如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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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幅好的中国画，主要应看两个方面，那便

是图式与韵味。最近两年我探究中国画，经常在思索

的，便是图式与韵味这两要素。

一幅中国画要真正拨动观者的心弦，关键在于

图式与韵味的拿捏。图式的张扬，所演绎的是画的外

在格调，它带给观者的是夺目的视觉张力；而韵味的

内敛，所蕴含的为画的内在神韵，它所发抒的是微妙

的性灵感应。传统的中国艺术历来便有格调派和神韵

派之分，而今新式的“格调派”虽也面目繁纷，但在

西画的大肆凌虐之下，大多为只见其形不见其韵，不

少画家乃至有的名家，竟已不知笔墨灵性为何物。有

时我甚至怀疑：从前中国画品评笔墨韵味的那一套讲

究，现今是否已该束之高阁？

中国画之关键在图式与韵味，亦即画意与写意、

形与质、格与韵两方面在画上的融合体现。对画家来

说，外在形式与内在韵味两者虽不可或缺，但形式佳

构作为一门学问，年轻画家亦可悟之；而韵味深化包

含精深功力，则必大器晚成。因此，图式要顿悟求变

而韵味须恒定渐修，两者之间有个很大的时间差。那

对画家早期而言，又该如何来协调彼此，如何看待两

者之孰重孰轻？

若以影视制作为喻，首要该有个好的故事结构。

若无好的故事结构，纵有好导演好演员亦为白搭；而

若有了上乘故事结构，即便导演演员为初出茅庐，亦

未必定会弄砸。以画而论，画家功力深厚当是可羡，

但若无图式佳构，纵有功力亦未必幅幅皆佳。又何以

撰文：舒士俊

中国画两要素
—图式与韵味札记

轻人对各方面的知识学养有灵性，在图式上就可能跟

他人不一样，在画上会有一个与人家不一样的形貌。

图式主要靠顿悟，但韵味却是要靠渐修的。你要现在

的年轻人一下写出像老一辈那样有韵味的书法，显然

不可能，因为这韵味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所以，

青年画家要成名，肯定先要靠图式制胜。传统很讲究

临摹，你如画人物就学陈老莲、任伯年，但学进去以

后不容易跳出来，就把自己捆死了。一个画家在图式

上没有自己的独创，是不可能有突破的。

但是作为画家长久的修炼规划来说，也不能只

抓图式，把韵味扔开不管。早年成名靠图式独创，接

下来，就应该在韵味上补课。如果一直不重视韵味的

修炼，那作品就不能深化，它内在的精神韵味就出不

来，若干年以后就会觉得自己亏大了。画中国画若对

韵味修炼一直不以为然，只靠图式翻花样，那到了老

年怎么办？一个画家到了60岁、70岁、80岁，按照人

生的自然生理规律，到老了大脑思维功能肯定要萎

缩，不如年轻人、中年人，这时要再靠图式翻新，那

肯定力不从心了。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画家到了老年每

况愈下，再也没有图式创新能力，由于写意韵味的修

炼不足，他们的画已毫无后劲可言。

但是，如果是一直坚持韵味修炼精进的画家，情

况就会大不一样。像齐白石画虾，从年轻的时候一直

画到八九十岁，而他晚年画的虾，那么随意的几笔，

他四五十岁画的哪能够比？黄宾虹的画，也是到了

八九十岁才更精彩。朱屺瞻甚至到了100多岁，还能

画出令人吃惊的画。这就是坚持韵味修炼发挥出来的

后劲。如果把中国画家一生的艺术跋涉比作长途马拉

松，那么，坚持不懈的韵味修炼，就能支持你跑到终

点而不致半途落荒。

图式和韵味，图式要讲究创新，而韵味则要在

一个相对较为固定的模式里修炼。韵味的修炼就如同

打井，打井看上去重复劳累，若没有一定的毅力，打

到后来就会生厌，觉得太单调乏味，打不下去。艺术

功力的修炼，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毅力，

一直坚持“打井”，打到最后，这“井”就可能会出

水、冒油，闪光。这里的关键有两个：一是要看你选

的“打井”位置对不对，二是要看你有没有耐性坚持

不懈地打下去。

所以我认为，学中国画一定要对图式的变异规律

有深入探究，同时，也要不断通过修炼，来提升画中

的韵味。韵味的修炼，其实就是把人下意识的灵性发

掘出来，通过千锤百炼而使作品出神入化。如果把中

国画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就要理智地思考图式研究

和韵味修炼这两个关键的因素，把握好自己在艺术追

求上的短期和长期目标。

图式的韵味深化修炼对画家而言，具有抗老化的

养生作用，这可以找到很多例证。就我的接触，首先

是陆俨少先生，他早年患有哮喘病，我在“文革”中

到他家，就见他在用哮喘喷雾器。但即便是这样的身

体，即便是长期身处逆境，图式韵味的深化修炼仍对

他深有吸引，至晚年他仍孜孜不倦探求变法。正是图

式韵味的深化修炼，不但使他艺术卓有成就，寿数也

超过了原来比他体健的刘旦宅。

还有一位我接触过的，以画的修炼来养老的画

家，是活到百岁的王康乐。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

经常到他家，希望从他身上观察到画画与养生的关

系。我发现王老天天作画，从未间断。并且，他不断

为自己设定目标，不是今年出画册，就是明年哪个杂

志做宣传，他都一一亲自操心。在画上，他也不时在

探求变法，还经常与我探讨。有一次他对我说，年岁

大了，必然会看见身边的亲友一个个地离去，有时会

突然觉得很寂寞难受，但当一回到画中，他就觉得自

己精神忘怀解脱了。从他那儿，我明白了为什么王石

谷晚年非常欣赏杜甫的两句诗：“丹青不知老将至，

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里，我把近年来对图式与韵味的陆续思考归在

一处，希望能使学中国画者有所悟得。

文章摘自舒士俊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hushijun1948

品鉴

有的画家早年功力尚欠，却仍能崭露头角？以其画意

图式夺目，纵有瑕疵亦不掩其形式美也。环视当下画

圈，我见有笔墨功力的画家陷于图式困境，也见有笔

墨功力尚不逮却别有一格而竟成名家，就不觉奇怪

了。

画意图式之探索与优化，会给画家带来大格之

幻变，它对一个画家的成就非常关键。当然亦不可否

认，韵味之恒定修持渐进，会给画家带来内质深化之

幻变和持续拓展的后劲。显然，外在形式偏于智性之

微妙体悟，而内在韵味偏于灵性之微妙力感，虽两者

之成有很大时间差，但最终必相辅相成，助推画家自

身的最高成就。

图式最好要有独创性，能体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时

代精神就更好。而它内在的精神韵味，又要经得起推

敲。在这方面，中国画与书法在审美上有共通处。一

个书家的书法成就如何，关键在于它外在的结体和内

在的韵味。书家有自己独特的结体很重要，结体是书

法的外形。不过，光有外形还不够，书法还要有内在

韵味。而韵味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能修成正果的。

如没有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这样的功力，微妙的

韵味就出不来，所以古人有句话，叫“人书俱老”。

其实中国画也一样，也讲究外在的图式和内在的韵味

这两样东西，它也是“人画俱老”的。

图式，也就是画面形式感。画中国画，有的画家

成名比较早，主要就是在图式上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画面形式感打动人，他就成名了。相对来讲，如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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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空间意识
与中国绘画
撰文：刘墨

从根本上说，视觉艺术创造了一个面对眼睛并与

眼睛发生着直接的本质的联系的空间。

在西方自然主义艺术的传统中，从文艺复兴以

来，画面形象被用来再现空间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被

用来缩小远距离物体大小的直线透视连接起来，也包

括从眼睛看去向后退的平行线的会聚，然后形成一个

互相垂直的中心消失点，这就是西方绘画的透视法。

中国绘画也曾在某个时期发展过这种透视法，因为绘

画一点也不用透视法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发展绘画

中的透视法，却是中国艺术所刻意强调的。因为对于

中国画来说，正如宗白华指出的：中国画里的空间构

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中国水墨画并不是光

影的实写，而仍是一种抽象的笔墨表现)，也不是移写

雕像立体及建筑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

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确切地说，是一种“书法的

空间创造”。 

不言而喻，书法空间表现力，是在平面上推移

展延得以完成的。线条既不表现某种由幻觉所引起的

空间感，也不向纵深推进，而只是沿水平方向展延。

笔画与笔画之间的交插，就表现了书法的空间，它是

由间距而不是由幻觉造成的一种空间感。所以即使

书法只是在平面展开表现形式，却能够创造出运动

的形式。张怀瓘说“其有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

中间，绰有余裕；结字峻秀，类于生动，幽若深远，

焕若神明，以不测为量，书之妙也”，正代表了书法

所具有的运动形式与空间意识—而书法的最大贡献

之一，便是创造了不描绘虚幻物体的纯粹运动形式，

中国哲学的时空一体观，即用时间观念来补足空间经

验，也在书法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

换言之，书法的基本结构是深植于时间之中才可

以建立起来的形式，书法的空间形式则是具体时间意

象的直接呈现，即书法空间中蕴含着一种极为内在的

时间性，它们呈现为一种律动着的节奏。所以无论是

书法还是绘画，它们都是流动的、转折的、回环的，

显现出无比的节奏与韵律。这种节奏化的运动空间，

华琳在《南宗抉秘》中曾以“推”—由线条所蕴含

的力的方向及组织引动人对空间的深、远、平之感

觉—名之：“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上下四旁，明

晦借映。以阴可以推阳，以阳亦可以推阴。直观之如

决流之推波；睨视之如行云之推月。无往非以笔推，

无往非以墨推。似离而合之法得，即推之法得，远之

法亦即尽于是矣……于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之中，又

绘出一段斡旋神理，倒转乎缩地勾魂之术，捉摸于探

幽扣寂之乡。” 因而中国绘画的空间，不是以几何学

如果说，中国绘画的空间是基于书法的空间意识；

那么，书法的空间感却不包含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基于汉字

间架结构所形成的一种准空间。

唐 欧阳询  仲尼梦奠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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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空间意识
与中国绘画
撰文：刘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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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架结构所形成的一种准空间。

唐 欧阳询  仲尼梦奠帖（局部）

品鉴



10

年鉴

11

的机械式的透视法为准则，而是由“推”而出的动的

节奏所引起的空间感觉。而华琳所说的空间的形成在

于“疏密”“浓淡”“借映”，与书法结字空间所用

的术语，何其相似乃尔！

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

全幅局势先罗胸中者，下笔是笔笔生出，不是笔

笔装去，至结底一笔，亦便是第一笔，古所称一笔画

也。

大都画法，以布置气象为第一，然亦只是大概

耳，及其运笔后，云泉树石，屋舍人物，逐一因其自

然而为之，所谓笔到意生，如渔父入桃源，渐逢佳

境，初意不至是也。 

中国绘画的空间，并不须依据几何、三角的透视

法便可完成。透视学是站在一个固定地点看出去的主

观景象，而书法的空间却是一个律动的节奏。

如果说，中国绘画的空间是基于书法的空间意

识；那么，书法的空间感却不包含物理学意义上的空

间，而是基于汉字间架结构所形成的一种准空间。这

个空间就人的能力和现有的概念而言，它是无质、无

形而无处不在的，它是一种全体的流动，一种有节奏

的生命力，或者是在生命的运动中体现了崇高精神的

律动。

进言之，这种空间，存在于生命运动中的调节、

变换、更新、精神的反映，充满着呼吸与生命力。

沈括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

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

桷。此论非也……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

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以大观

小”固然是一种法则，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上，却是

用书法的节奏空间来代替西方透视空间的画法，因

而他们不计较物象的实际尺寸或视角。也就是说，他

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空间里固定的物体，甚至不在于

空间本身—他们追求用笔的力度、韵律和运动。恽

向（1586-1655）在黄公望（1269-1354）的山水中发

现：

山水至子久而尽峦峰波澜之变，亦尽笔内笔外起

伏升降之变。盖其设境也，随笔而转，而构思随笔而

曲，而气韵行于其间。 

这无疑即是沈括所谓“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

理”！

这种折高、折远，并不是固定的物理的空间构

架，而是恽向所说“笔内笔外起伏升降之变”“随笔

而转”“随笔而曲”，俾物质在笔的推移展延下移

动，以气韵统摄全体，一切物象的纷纭节奏从中流荡

而出！因此，恽向还说，董源（北苑，约活动于960年

前）用笔，“无笔不大，无笔不高，无笔不远。”而

董其昌在论述书法“在能收纵，又能攒捉”后，发现

绘画之妙：“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

有情，此画之诀也。”一起一伏，一高一下，正是书

法用笔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绘画体现的不是物理空

间，而是遒劲有力的迂回和起伏的笔法以及章法中生

命的气势。

不仅如此，书法抛弃幻觉，消灭“虚幻”的或三

维的画面空间—它的基本组成要素没有体积（只是

形式的展开），不创造有深度的平面(只是水平方向的

推移)，也同样影响了中国绘画的空间意识，使它接近

于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没有限制的完整面，将观赏

者吸引到画中，如同一个宇航员超出得以参照的空间

标系以外的一个深层空间。宗白华曾诗意地描述了这

种深层空间：

画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无边的虚白

上。空中荡漾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

的“道”，老子名之为“夷”“希”“微”。在这一

片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都

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无边的深情。 

所以，它们之间的联接，不是以物与物之间的

关系，而是以书法中的节奏或气韵，就像起伏的线条

本身赋予了整个画面以空间与运动。因此，中国绘画

竟可以同欣赏书法手卷一样，这种边展边看、忽上忽

下，不必顾及景物与景物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而

一切以我之情致、兴趣为转移的方式，使绘画构成

向左右任意延长如无尽画廊般的“手卷”（或“长

卷”），也可形成向上下随意扩展、类似于汉字结构

的“立幅”。

绘画虽然在空间上、深度上是“以大观小”形成

的三远法(以山水为例)，但它在处理空间时所采用的方

式，却是重叠法或上下平列法，以及左右结构的穿插

挪让法，而这一切，又极肖似于书法的结字法。文献

中历历可见，兹不赘述。

要之，书法用笔与章法所形成的一开一阖的节

奏、一起一伏的气势、一虚一实的用笔，影响了中国

绘画即使如“三远法”，也不是依据几何学式的科学

性透视空间，而是依据动力学，渗透了时间节奏，化

空间为气韵生动的生命境界，此所以特立世界艺林之

尤著者。

晋 王献之  鹅群帖  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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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月15日生于沈阳，中国美术史硕士、文艺学博士、历史学博

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学院教授。

读书致思，以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和陈寅恪“独立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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