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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国画概论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丰

富、革新和发展，以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画家和匠

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形式手法，形成了

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在东方以至世界艺术中都具有重

要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

饰和岩画，原始绘画技巧虽幼稚，但已掌握了初步的造型能力，

对动物、植物等动静形态亦能抓住其主要特征，用以表达先民的

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装饰。

先秦绘画已在一些古籍中有了记载，如周代宫、明堂、庙祠

中的历史人物，战国漆器、青铜器纹饰，楚国出土帛画等，绘画

技术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秦汉王朝是中国早期历史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大国，疆域辽

阔，国势强盛，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外艺术交流，绘画艺术空前发

展与繁荣。尤其是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其墓室壁画、画像砖、画

像石以及随葬帛画，生动塑造了现实、历史、神话人物形象，具

有动态性、情节性。其画风往往气魄宏大，笔势流动，既有粗犷

豪放，又有细密瑰丽，内容丰富博杂，形式多姿多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民生疾苦，但是绘画仍取得了较

大的发展，苦难给佛教提供了传播的土壤，佛教美术勃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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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都保存了大量

的该时期壁画，艺术造诣极高。由于上层社会对绘事的爱好和参

与，除了工匠，还涌现出一批有文化教养的上流社会知名画家，

如顾恺之等。这一时期玄学流行，文人崇尚飘逸通脱，画史画论

等著作开始出现，山水画、花鸟画开始萌芽。这个时期的绘画注

重精神状态的刻画及气质的表现，以文学为题材的绘画日趋

流行。

隋唐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对外交流

活跃，给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机遇。在人物画方面，虽然佛教壁

画中西域画风仍在流行，但吴道子等人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

占了绝对优势，民族风格日益成熟，展子虔、李思训、王维、张

璪等人的山水画、花鸟画已工整富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五代两宋之后，中国绘画艺术进一步成熟完备，出现了一个

鼎盛时期，朝廷设置画院，扩充机构编制，延揽人才，并授予职

衔，宫廷绘画盛极一时。文人学士亦把绘画视作雅事并提出了鲜

明的审美标准，故画家辈出，佳作纷呈，而且在理论上和创作上

亦形成了一套独立的体系，其内容、形式、技法都出现了丰富精

彩、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

绘画发展至元、明、清，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在题材

上，山水画、花鸟画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文人画强调抒发主观情

绪，“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趋附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

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倡导 “师造化”、 “法心源”，强调人品

画品的统一，并且注重将笔墨情趣与诗、书、印有机融为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样式，涌现了众多的杰出画家、画派，以及难

以数计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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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艺术

教育的模式，对我国的文化艺术发展产生着直接的影响，中国画

自然不例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

源泉”、“艺术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等，这些新思想规划了

中国画的发展，社会的新生活为中国画注入了新的血液，因此２０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出现了一批面貌一新的好作品，《八女投江》堪

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在中国画的这种新繁荣中，同时也

隐伏着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虚无主义倾向，忽视了中国画自身的艺

术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朗宽松的政治空

间，使人们对中国画的发展能够多方位、多渠道地去自由探索。

这几年在理论上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中国画的发展取向所展开

的热烈讨论，拓宽了中国画的视野，有利于摆脱观念意识上的羁

绊。在中国画的创作实践中，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群体艺术观

念的体现，各种新材料新方法的探索，呈现着一派百花竞开、自

由争鸣的新局面，迎来了中国画发展的春天。

相对西洋画来说，中国画有着自己明显的特征。首先，中国

画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念和审美观，在对客观事物的观

察认识中，往往不像西洋画一样讲究以形写形、比例匀称。传统

的中国画不讲究焦点透视，也不强调自然界对物体的光色变化，

不拘泥于外物的肖似，而是讲究 “以形写神”，追求一种 “妙在

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从而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它渗透着人

们的社会意识，从而使绘画具有 “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认识

作用，又起到 “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教育作用。即使山水、

花鸟等纯自然景观，在观察认识当中，也不自觉地与作者的审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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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趣和社会意识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了中国人

“天人合一”的观念。

其次，在艺术手法、艺术分科上，中国画也有其独特特征。

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画可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

形式。工笔就是用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彻入微，

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称 “工笔”。而写意则是相对

“工笔”而言，是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

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的含蓄意境，落

笔要准确，运笔要熟练，要能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

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这两种方法进行综合的运用。

从艺术的分科来看，中国画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

科，它主要是以描绘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的。

再次，中国画在构图、透视方法、用笔、用墨、敷色等方

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

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是 “失调”的。但它能

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

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

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

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方法就叫透视。因透视的现象是近

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 “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

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

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

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阈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

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

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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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

透视法。 《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

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

“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

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

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

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视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

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

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

用笔和用墨，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

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

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

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钝，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

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

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

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

调配，以塑造形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

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

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

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淡相生相融，做到浓

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淡与更淡，这

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

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 “书画同

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

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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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

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

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末，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

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

以上中国画的特点，主要是对传统的中国画而言。这些特

点，随着时代的进步，艺术内容和形式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特别

是五四运动之后，西洋画大量涌入，中国画以自己宽阔的胸怀，

吸收了不少西方艺术的技巧，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但是，不

管变化如何，中国画传统的民族的基本特征不能丢掉，中国画的

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并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画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

成独特的体系，它在世界美术万花齐放、千壑争流的艺术花园中

独放异彩。中国画是我们民族卓越才能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

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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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国画常识　

历史悠久的中国画，以其独特的技法，散发出神秘的东方韵

味，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古往今来，中国画一直在向前发展，犹如一条长河，虽有时

狂暴湍急，有时滞流平缓，但从没发生断流，它不断向前、向前，

终于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艺术大河，中国画的发展中凝聚了无数

代画人探索奋斗的结晶，是值得每一位有志于中国画中求索的学

人珍视的。

第一节　国画的流派

画派的形成有两大因素：一是社会环境发展的必然成果，如

一个地区或一个时代，有一群人应用社会意识的交集点，且有共

同的理想者；二是画理画风相近者，甚而有师承的关系者。前者

是自然的聚合，后者则有人为因素。然而就画派的归类而言，二

者之间亦互动的关系。

中国画的流派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流派有：黄笔画派

（简称 “黄派”）、徐熙画派 （与 “黄派”合为五代花写画流派）、南

北宋、北方山水画派、南方山水画派、湖州竹派、常州画派、米

派、松江派、浙派、黄山派、虞山派、吴门派、岭南派、南宋四

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六家、金陵八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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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画的形式

中国画的形式多姿多彩，有横、直、方、圆和扁形，也有大、

小、长、短等分别，其形式也有许多种。

１．中堂

中国旧式房屋，正中的堂屋一般作为会客之所，称之为中堂。

放在绘画中，就是指悬挂在堂屋正中壁上的国画，是竖式的长方

形作品。尺寸一般为一整张宣纸 （分四尺、五尺、六尺、八尺等）。

２．条幅

长条形的字画称为条幅，如对联由两张条幅配成。尺寸一般

为一张整宣纸对裁。条幅可横可直，横者与匾额相类。无论书法

与国画，都可以设计为一个条幅或多个条幅。常见的格式有两种：

写成两行或三行的；居中写一行的。书写内容一般为格言、警句

或一句诗词等。直挂的长条字画，单幅的称单条，成组的称屏条。

３．小品

所谓小品，是指体积较小的字画。可横可直。装裱之后，适宜

悬挂较窄的墙壁上或较小的房间内。

４．镜框

将字画用木框或金属装框，上压玻璃或胶片，不反光的玻璃

和现代胶片，不会影响人对画面的欣赏，所以也很受欢迎。

５．卷轴

卷轴是中国画的特色，将字画装裱成条幅，下加圆木做轴，

把字画卷在轴外，以便收藏。

６．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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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折扇或圆扇的扇面的形状作画。由于圆形或扇形的形式

美观，所以有人将画面剪成扇形再作画，然后装裱，别具风格。

７．册页

将字画装订成册，称为册页。册页可以折叠画面各成方形，

而与下列长卷有不同之处。

８．长卷

将画裱成长轴一卷，成为长卷，多是横看。画面连续不断，较

册页逐张出现不同。

９．斗方

将小品装裱成一平方尺左右的字画，称为斗方。可压镜，可

平裱。

１０．屏风

单一幅可摆于桌上者为镜屏，用框镶座，立于八仙桌上，是

传统装饰之一。至于屏风，有单幅或折幅，可配字画，做立地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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