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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董萍实·新书写——技法、技巧与审美创造》，是一本通过现

当代中国画形式语言的创构，揭示审美创造深层规律的书。其中，全面展示了董

萍实教授几十年来在中国画创新领域所作的探索和创造，是一本具有很高学术意

义的审美创造教育教材。

书中介绍了传统特技的演变与运用、传统书写的延承与创新、纹象水墨原创

技法以及其他辅助技法与工艺文化的借鉴融汇，内容丰富，学术充实而又鲜朗、

异彩纷呈，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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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乃是生命的语言。

艺术创造从根本上讲，即语言和形式的创构。

“新书写”，就其性体而言，可称为“心书写”，同时也可称为“天然书写”，

是我“二次造山”所创构的绘画语言体系的名称。

“自然流”则是对“新书写”运化形成的过程以及它的风神韵致和审美特质

的形容与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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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作者所强调指出的，对于学习、从事美术和艺术创作的人来说，

技法、技巧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通过全方位的修养和有效的文化性操作，促使

“技进乎道”，则更为重要。画坛上无数案例证明，偏离了审美创造的“大道”，

再高超的技术也于事无补。作为教师，职业习惯以及对美术教育的觉悟促使作者

确定了本书的如下宗旨：揭示审美创造的深层规律、参谋并提供通往理想境界的

路径、传授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与技巧。作者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不仅仅学到一

些技法技巧，而期待着能够帮助心有灵犀、妙悟通神的读者朋友们，深入到生命

与艺术创造化融为一的逍遥游之中，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

同时实现人生的艺术化。因此，作者在本书中安排了与“技法革新与文化精神的

熔铸浸润”、“生命语汇建构”、“文心与诗情的视觉转换”，以及“形式本体

创构中的异质同构”等课题相关联的内容，一改美术教育沦落为技术教育之时弊，

渗透、强化“文心教育”色彩，使之成为“形上形下互动、技术艺术化一”的生

命有机体。

与此同时，作者在和盘托出纹象水墨现有技法技巧、彰显董萍实纹象山水个

性风采及其文化精神的过程中，充分揭示了“新书写·自然流”语言体系拓展、

衍生的无限可能，以引发热爱艺术的人们结合自身的审美胸襟，以文心雕龙，能

动地展开各具风采神韵的审美创造。如此，这本力求学术充实、品位高洁的审美

创造教材，便同时具有了普遍意义。

事实上，由于本书超卓的内在品质，以及董萍实教授本身所具有的“开拓创

造型艺术家”、“语言巨匠”等特质和“英特越逸”情性，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本

书开“技法技巧论著、审美创造教材及人生蒙养参考化融为一”先河的文化先锋

色彩，作为一个鲜明的标志，它意味着“审美创造暨艺术本体创构教育”进入了

新的时代。

注：本书中所有未注明作者的作品均为董萍实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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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本文、本书乃至于我的艺术与人生之中，均属极为关键的词语，

其涵义为“自然而然”，与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相同。有时，我也用它来指称

大自然和自然的美。

“书写”演义

“书写”，是民族传统书画艺术“笔墨”语言的精髓。

“书”与“写”，在传统语境中大都与人的情感抒发宣泄有关:“凡倾吐曰写”、

“写，输也……输我之心”也、“书”，即抒也 ,“心画也”、“书者，如也；

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等诸多高论，均明明白白地道出

了“笔墨书写”的真谛。

从传统“笔墨书写”语言自身的情形看，它既属于一种“表现性”语言，同

时也有一定的“功夫性”和局限性，需强调指出的是，它要集“心”、“性”、“才”、

“情”、“力”、“气”、“技”、以及形式美的创造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和能力

才可得大成。要想达到“直抒胸臆”、“举手投足风情万种”、“笔精墨妙”境界，

十分不容易。“书写”与其他的绘画技能是大不相同的，它所具有的表现功能和

精神性背景，使得它成为与“书写者”的审美心胸关联最直接、最密切的一种语言，

而为古代文人所钟爱，从而形成了传统形态的“文人水墨”。

建立在毛笔书写经验上的“文人水墨”，不仅与书法“同源”、“同笔”、“同

法”，而且同样是汉以降所确立的“儒”、“道”精神观照之下的产物，是当时

的文化精神及文化品格凝聚、升华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书写”不同于一

般的书画技能，它同时也是一种做人的功课与入仕的准备，具有文人、上层社会

所共有的精神性背景，也由于文人水墨的非描述性表达方式紧紧依靠着“笔墨”

所固有的气质与文人精神的契合，故真正的文人笔墨便与被动的浅表描摹以及完

全从视觉效果出发的语言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但时至今日，不仅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阶层

早已消亡，而且毛笔也已一去不复返地退出了社会的书写中心，水墨艺术赖以生

存发展的文化环境与“舞笔弄墨”者自身的生命状态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再加

上人们太过重视技术，而忽略了文化和心性修养，致使“书写”在重复、描摹之

中不断地趋向程式化、概念化，“文气”大减，“俗气”弥漫，普遍地带有了卡

拉 OK 色彩。大众高歌卡拉 OK，这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件好事，但已与真正的艺术

创造相去甚远了，因为，绝大多数人学到的，不过是“书写”的技法甚或仅仅是

一些花架子而已。

“书写”沦落为“卡拉 OK”，乃是时代语汇建构的一大悲剧，但“书写”的

演化，却不能因此而以偏概全，令人鼓舞的是，即便是在“传统型”宗师巨匠之中，

亦不乏迈越前贤的创造。齐白石老人的朴茂天真，黄宾虹的浑朴厚重，苍健与抽

象的构成，潘天寿的钢筋铁骨一味霸悍，傅抱石的气吞山河精神飞扬，李可染的

“黑”、“重”及“光感”，陆俨少的留白勾云大墨块等都足以载入史册。

同样令人鼓舞的，还有社会对文化创新的高度重视，以及新的审美创造所必

需的条件的形成。当今盛世，已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自由与选择，可以乐观地讲，

新的生活、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新的情感、新的意趣、新的观念……必将催生

新的艺术，而在新的语言之中，“新书写”必将大放异彩——事实上，现当代水

墨艺术中，在众多文化精英笔下，传统书写的异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不过，“笔墨”

虽变新了，并有了鲜明的个性，但“西化”的倾向也是很明显的，有的变成了“粗

头乱服”或“西服”，在形式建构的完美度上，与炉火纯青的传统书写还存在着

很大的距离。

生命机制的改变与“天然之美”的凸显强化

“新书写”的新，是表里如一、内外互动的，新的艺术观念和文化理想的建

树以及生命状态的调整等等，与语言的创新关联极为密切，“文心”和“精神”

的重铸至关重要。

“新书写”语言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生命机制的改变。如果我们依然在传

统笔墨体系的束缚下玩关门改组游戏，“屋下架屋”，而不是着眼于新的话语体

系的创构，通过广泛开拓视觉资源、“破缸建场”、“化合重构”为“书写”提

供一片新的解衣盘礡、纵横阖的用武之地，新生命的诞生无从谈起。仅就工具的

变异而言，从单一的毛笔到“泛笔”，飞花摘叶，随手拈来，乃至于“无笔而笔”，

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语汇生成的方式也由单纯手工书写变成了多种手

段的大协作，这其间，由于“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解放与变化，我们赢得

了一位伟大的合作者——“自然力”。它的参与，不仅有效地干预、改变了习惯

的笔墨程式，避免了重复，帮助我们实现了某种突破，以独创性的语言彰显了“书

魂”和人格精神，而且还行之有效地造成了与它密切关联的形式感和天然之美。

这种新语汇所具有的自然而然的审美特质，确实与表层的流淌有关。从制造、

利用流淌到控制流淌，直至流而不泛、随机应变、妙趣横生，它经历了很多变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流淌”仅是水墨运动的形式之一，尚不足以概括这类语言

生成的本质特征，如把它理解为“运化”——水、墨、色、胶等物质材料，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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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等形式因素在一些特定媒介上的运动与化生，那就深入了一层。再进一步讲，

这是一个我书、写、涂、刷、泼洒在画纸或其他板材上的那些物质及形式因素，在“引

力”、“冲力”以及化生万物的“气力”等“自然力”的配合之下，流淌、碰撞、

交相渗透、互动互化，结构在一起并不断地发生结构的变化，从而生成某种具有

生命资质及生命意味的形式，然后原纸固定，或转移拓印，最终成为精神载体的

运化过程。

毋庸讳言，“天然书写”与“制作”有关。但却坚决地摒弃了“工匠化”、“匠

气”和“效果制造”，而是通过有效的“文化性操作”，把它导入了生发“语象”、

把图像“纹化”、“符号化”进而变成“精灵”的境地。其间，传统笔墨书写、拓印、

泼墨泼彩以及冲化喷点等等手段，在“新书写精神”的主导下，亲密无间化合为

一，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综合性”话语体系。在“自然力”的协助下，提要钩玄，

直抒胸臆，把“书写”之妙，发挥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一种洋溢着自然气息的形式美油然而生。它随机显现，妙趣横生，

奇变百出而又自然而然，朴茂天成。趋于抽象构成和音乐般的节奏、韵律和韵味，

则在令人骤见惊绝、有效地撩拨情思的同时，获得了异样的审美愉悦。当然，同

样使我珍重的，还有那些新奇美丽的视觉效果所洋溢出来的文化精神——自然、

蓬勃、飘逸浪漫的精神。

上述变异的实质正是生命机制的改变，由浅薄空虚支吾学舌一变而为充盈激

越不吐不快油然而出；由封闭改为开放，由固定的程序改为随机应变、顺其自然。

遂成功地促使创造力及艺术生命早已趋向枯竭的中国画，重新获得了生生不息的

活力，以及更能动、更丰富的表现力。

“借助现代工艺和材料特性造成的线性流淌效果，无疑从传统水墨中脱出，

却又直抵屋漏痕的原生本色”、“无笔而笔，自然而然，别具风神”、“神乎技矣，

进乎道矣”、“书写与拓印巧妙结合，产生了与恩斯特不同的文化精神，很有意

义。”——同道们的上述评论之所以令人难忘，不仅仅因为是由衷的赞美，还因

为它的深刻——技法、技巧乃至于语汇建构能够“进乎道”，正是我苦苦的追求。

自然而然 流出本色

    

刘勰有句被许多人忽略了的话：“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我以为十分深刻。

“言”确为“心声”，什么样的人必然说什么样的话，心里有什么，“流淌”

出来的就是什么——语言与生命一也，此乃真理。

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心里有才能有所表现，心里空空如也，那就只能往外

硬挤或者抄袭重复别人的话语了。比如“精神”，这些年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但由于不少人为物欲所缚，丢魂失魄，已经没了“精神”，“发扬精神”之类便

成了空话。因此，修养性命、充实胸臆便成了一切的基础。

艺术表现，有形形色色的动因，也有形形色色的情状，人各有心，各有所好，

优秀的艺术家各有其美，各美其美，这是极为正常的现象。我喜欢自然的，同时

又极具浪漫色彩有诗意有境界的东西，也十分向往“自然而然”的状态和境界。

在大千世界中，“天地之文”是我的最爱，“自然”则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审美

理想，能够融入自然生命之流，是我在生命旅途中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事实上，

也只有在山水林泉之间，我才能获得真正的大快乐。而且，我完全赞同古人把“自

然”作为艺术最高境界的论断，要不是我还略懂一点“流美者人也”的大道理，

并想把有关的问题深入地研究下去，早就振臂高呼“美在自然”、“自然美高于

艺术美”了。自然美与艺术美两者孰高孰低，在西方一直有争论。我一向钟情于

自然美，但也不愿贬低艺术美，不过现在倒是认为：艺术是人为的，由于艺术的

创造者在变，在“退化”，连累着艺术一起堕落变成了“伪艺术”，那也是不争

的事实，起码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这样。坦白地讲，“天然书写”所流淌出来的美

和生命诗情，确是小我的“书生本色”。我把 “天然书写”作为自己生命与性

灵的语汇，“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以自然之心对待生命与艺术，

岂非是顺理成章、势必如此的事情？这一点毫无疑义，在审美创造的路向上，因

为爱，我别无选择。

因此，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来直抒胸臆吟咏歌唱，在广袤的艺术天地里实现

了逍遥之游，而“新书写 • 自然流”，则正是“体道”“合德” 的生命语汇！

所谓“体道”，可以简单地理解为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一任自然。所谓“合德”，

则是指我们的思考与实践合乎生生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行健”，

我辈需自强不息，拓创不已。弹指间几十年过去了，经过艰辛而又痛苦的“双向

改造”（情感观念的、形式语言的），一己小我之“私”终与传统深层的民族文

化艺术精神相熔铸，并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得以通过一条特殊的鸣放心声的渠道，

并借助于这条渠道特定的性状品格，直抵到了“道法自然”的灵境，自然而然，

一“写”千里，不亦乐乎！

一个新的语言体系，拥有鲜明的个性和方法论上的意义，“风流成性”，已

经是十分艰难的了，若能“流”而成派，那就比走蜀道、上青天还难了。说来真

值得庆幸，新的审美创造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社会的青睐。这是种幸运，也是种必

然，是时代的需求——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发现、接触到了越来越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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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写·自然流                                                                            

 •“书写”演义

 • 生命机制的改变与“天然之美”的凸显强化

 • 自然而然，流出本色

上篇  基础建设——工具材料与技法

一、飞花摘叶，无笔而笔，笔笔皆是

二、各美其美的特殊技法

019 技法荟萃，在汇融、整合中化生新生命

021 抒写情思，阐发“大象”，能动地表现特殊情境

026 创造异彩纷呈的形式之美

027 1. 传统特技的演变与运用

028 新水拓

035 新吹云

040 新弹雪

044 2. 传统书写的延承与创新

044 新草篆

065 手书白线

080 3. 纹象水墨原创技法

080 皱纸拓印

093 画版拓印

102 滚版拓印

110 划版拓印

的新事物，在这方面，再聪慧的古人也望尘莫及。大自然拥有太多的美丽和神奇，

它们为现代人所钟爱，而传统笔墨却无能为力。在生活及文化环境不断变异的影

响下，当代人对美对艺术及情感表现的审美需求，在大踏步地朝着多维度、多元

化方向发展，再加上环境问题造成的恶果，以及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弊端所引

发的一些逆向情绪，已使得人类作出了最智慧的选择——回归自然！对此，我感

到无比欢欣鼓舞。

作为大自然的儿子，萍实若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在人类的“自然之流”中贡

献微薄之力，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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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 新草篆

065 手书白线

080 3. 纹象水墨原创技法

080 皱纸拓印

093 画版拓印

102 滚版拓印

110 划版拓印

的新事物，在这方面，再聪慧的古人也望尘莫及。大自然拥有太多的美丽和神奇，

它们为现代人所钟爱，而传统笔墨却无能为力。在生活及文化环境不断变异的影

响下，当代人对美对艺术及情感表现的审美需求，在大踏步地朝着多维度、多元

化方向发展，再加上环境问题造成的恶果，以及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弊端所引

发的一些逆向情绪，已使得人类作出了最智慧的选择——回归自然！对此，我感

到无比欢欣鼓舞。

作为大自然的儿子，萍实若能通过自己的艺术，在人类的“自然之流”中贡

献微薄之力，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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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表达精神世界的语言体系，是由创作主体、客

体与艺术本体共生出的生命复合体及其精、气、神、意和“象”、艺术形式乃至

于物质材料、方法技巧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它的创构，是一个以内在文化精神的

熔铸为主导，自身发展规律为内在驱动力，以直觉形式的创造为本质特征，内容

与形式互动，同步实现突破与超越的系统工程。

工具材料与技法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虽然属于基础建设，但却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本篇从工具材料的改革与发展、特殊形式美的创构及技法创新等几个方面

对其进行了介绍，其中，“各美其美的特殊技法”系核心板块。

上  

篇 
       

基
础
建
设—

—

工
具
材
料
与
技
法 

112 实物拓印

119 滃拓

124 麻象

132 流淌与冲化

144 文化篇章与门窗框架

150 4. 其它辅助技法与工艺文化的借鉴融汇

150 排遣与催化

152 滃渗透印

154 滚印

155 胶矾点画

156 喷点

156 印染、拓染

156 扎染

156 遮挡与漏印

157 加油版拓

166 对印制版拓印

173 拼贴裱合

下篇  步入创造的境界——语汇创构与文化精神的熔铸

182 “书写”彰显水墨本性 牴牾化生艺术精神

190 纹象传奇

195 流水皴概说

207 由肌理效果的堆砌到形式生命体的建构

211 操控与直觉形式的把握

212 形式意味辨析

219 生命与生命语汇的建构

222 破“缸”建“场”与语义熔铸

224 语言境界及其升华

230 漫议文心

233 画说诗情

237 以象代言，境生象外，走向音乐——文心与诗情的视觉转换

241 影像、虚像与幻象

249 版象

后记  

作者简介 



董萍实·新书写

013

绘画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表达精神世界的语言体系，是由创作主体、客

体与艺术本体共生出的生命复合体及其精、气、神、意和“象”、艺术形式乃至

于物质材料、方法技巧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它的创构，是一个以内在文化精神的

熔铸为主导，自身发展规律为内在驱动力，以直觉形式的创造为本质特征，内容

与形式互动，同步实现突破与超越的系统工程。

工具材料与技法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虽然属于基础建设，但却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本篇从工具材料的改革与发展、特殊形式美的创构及技法创新等几个方面

对其进行了介绍，其中，“各美其美的特殊技法”系核心板块。

上  

篇 
       

基
础
建
设—

—

工
具
材
料
与
技
法 

112 实物拓印

119 滃拓

124 麻象

132 流淌与冲化

144 文化篇章与门窗框架

150 4. 其它辅助技法与工艺文化的借鉴融汇

150 排遣与催化

152 滃渗透印

154 滚印

155 胶矾点画

156 喷点

156 印染、拓染

156 扎染

156 遮挡与漏印

157 加油版拓

166 对印制版拓印

173 拼贴裱合

下篇  步入创造的境界——语汇创构与文化精神的熔铸

182 “书写”彰显水墨本性 牴牾化生艺术精神

190 纹象传奇

195 流水皴概说

207 由肌理效果的堆砌到形式生命体的建构

211 操控与直觉形式的把握

212 形式意味辨析

219 生命与生命语汇的建构

222 破“缸”建“场”与语义熔铸

224 语言境界及其升华

230 漫议文心

233 画说诗情

237 以象代言，境生象外，走向音乐——文心与诗情的视觉转换

241 影像、虚像与幻象

249 版象

后记  

作者简介 



现当代水墨大成研究书系

014

董萍实·新书写

015

一、飞花摘叶 无笔而笔 笔笔皆是

本节首先要谈的是工具材料，确切地讲，是与“大笔墨观”相关联的工具材

料变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往今来，艺术家大多都很重视工具材料的

选择和开发，不少人甚至自己制作纸张、画笔和颜料，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

现力。这是因为，物质材料虽然是绘画语言中最低层次的东西，但它们的物质特

性却能够引发人不同的感受，从而构成艺术语言的生理与心理基础，而且在语言

层次由低到高转换成为“抽象词汇”、“形象词汇”乃至融入作品的组织结构之

中生成形式、锻造“大象”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它们的作用。事实上，工具材

料的性能以及技法技巧的高低对形式创构、艺术表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

说，形形色色的工具材料和技法技巧，确实是各有其美的。正因为这样，艺术家

们才根据自己审美创造的需要，进行了不同的选择。

我们的选择是创造，创造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心里话。而在固守传统围城与

开放、包容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这使我们在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

广泛地接触了人类更为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充实了自己的审美胸襟。

新书写 •自然流语言体系正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语言体系。

其间，大自然造山时造就的带有形式建构意味的“迹象”及“语象”，包括

传统笔墨在内的大量的形式因素，工艺文化中的部分语汇，版画等兄弟画种的一

些技法技巧，乃至西方绘画艺术中的相关营养，还有传统毛笔及人们用过和没有

用过的自然物及其他杂物，在这个体系中都大有用武之地。这样一来，就极大地

壮大、丰富了语汇建构者的队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昌盛繁荣的语汇集成。

在这个语言集成中，各种不同的要素需能动地发挥各自所长，互补互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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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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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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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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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形式生成的规律生发大象。

取舍之间，决定的因素是每幅

作品审美创造的具体需求，而

不是千篇一律的定式。如清代

文艺理论家李渔所讲：“古人

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

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

也”，作者立言之本意，即“意

念”，也就是我们要在这一幅

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审美

意趣。中国画向有“千人一面”、

一个作者“千篇一律”之弊端，

原因就在于用“套话”、“空话”

去重复，远离了真正的审美创

造。

开放与包容无疑有利于发

展，问题在于各种不同的语素，

能否运化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一般来说，性格不同的人不易

相处、性体不同的物质不易融

合，但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特

别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恰恰

是大不相同的东西组构在一起

时，容易产生不同凡响的精神

和情趣。至于其间的道理，是“距

离产生美”也好，“反者道之动”、

“相反相成”也好，“异质同构”

也好，总之是暗合着某种深层

的规律。

事实上，人类在自己的创

造中，碰撞、交融早已成为不

可逆转的大势，而在艺术创造

中，不同性态的形式元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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