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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黄
文
秀
的
精
神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传

颂
，
激
励
着
人
们
创
造
更
美
好
的
生
活
。
如
今

的
百
坭
村
，
发
生
了
可
喜
变
化
，
道
路
通
畅
、
产

业
兴
旺
、
用
水
方
便
…
…
黄
文
秀
期
待
的
美
丽

乡
村
画
卷
，
正
徐
徐
展
开
。

用生命谱写的青春之歌

谢志高

（
一
）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
，

听
到
﹃
黄
文
秀
﹄
名
字
的
那
一
刻
，
父
亲
黄
忠
杰

激
动
不
已
，
泪
水
瞬
间
湿
了
眼
眶
。
他
为
女
儿

感
到
骄
傲
。
黄
文
秀
用
生
命
谱
写
的
青
春
之

歌
，
已
响
彻
中
华
大
地
…
…

（
二
）
五
年
前
，
从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毕
业
的

黄
文
秀
，
回
到
家
乡
广
西
百
色
，
作
为
优
秀
选
调

生
进
入
市
委
宣
传
部
工
作
。
二
〇
一
八
年
，
她

主
动
请
缨
到
百
坭
村
担
任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
搬

进
简
朴
的
宿
舍
，
开
始
在
扶
贫
一
线
奋
战
。

（
三
）
百
坭
村
地
处
大
山
深
处
，
交
通
不
便
，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又
居
住
分
散
，
但
黄
文
秀
坚

持
挨
家
挨
户
走
访
。
她
一
边
帮
忙
干
活
，
一
边

了
解
情
况
。
驻
村
一
年
多
，
她
把
全
村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访
了
一
遍
又
一
遍
。

（
四
）
如
何
带
领
村
民
脱
贫
致
富
？
黄
文
秀

和
村
两
委
干
部
通
过
考
察
学
习
、
咨
询
专
家
，
找

到
了
适
合
本
村
的
产
业
—
—
种
植
砂
糖
橘
等
，

并
试
水
电
商
。
仅
二
〇
一
八
年
，
百
坭
村
电
商

服
务
站
便
售
出
四
万
多
斤
砂
糖
橘
。

（
五
）
二
〇
一
九
年
六
月
，
百
坭
村
连
降
暴

雨
。
因
惦
记
村
里
的
防
汛
抗
洪
工
作
，
利
用
周

末
回
家
看
望
做
完
手
术
不
久
的
父
亲
后
，
黄
文

秀
冒
雨
连
夜
返
程
。
不
料
，
途
中
遭
遇
山
洪
，
黄

文
秀
年
轻
的
生
命
定
格
在
三
十
岁
…
…

古诗词与中国画，分属文学与

艺术两大门类，二者之间的跨界融

合，早在 1000 多年前就已开始。这

种交融不仅有力促进了古诗词和

文人画的蓬勃发展，还使二者各自

取得了新成就——山水诗和山水

画成为古代文学史和绘画史上的

艺术典范。诗画合璧的中国画，逐

步发展为东方艺术中独树一帜的

文化形态和艺术样式。

历史中的诗画之缘

在中国，诗画融合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 诗 者 ，志 之 所 之 也 ，在 心 为

志，发言为诗。”在中国文化中，书

画亦写心志。这是诗书画印能够

结合的内因。由此亦可反观中西

文化的异同。按照 18 世纪西方美

学家对于诗画差别的论述来看，绘

画主要运用线条和色彩来描绘空

间中并列的物体，故与建筑、雕刻

等统称为造型艺术或空间艺术；而

诗歌主要运用声音和语言来叙述

在时间中持续的动作，故与舞蹈、

音乐等统称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

术。西方绘画注重对客观自然的

再现和真实记录，吸收了大量科学

技术成果，不断强化艺术的造型功

能。正因为这种泾渭分明的认知，

在西方文化史中基本没有形成诗

画合一的局面。

可以说，魏晋之前，我国早期

的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功能、表现方

式和审美追求上，也分别具备上述

“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特征，

各尽其职，各自发展。唐代，随着

诗词创作的兴盛，特别是唐诗取得

的灿烂成果，让画家得以在诗境的

涵泳中，获得更多创作的主题和灵

感。尤其是山水田园诗，不仅以人

与自然的对话，把诗从玄理中解放

出 来 ，强 化 了 诗 的 画 面 感 和 表 现

力，更通过对山水和田园的审美观

照和抒情表达，推动了山水画的发

展。同时，一些诗人在欣赏绘画时

引 发 诗 情 ，并 开 始 尝 试 创 作 题 画

诗。只是，此时的题画诗大多没有

题于画面之上，但是诗与画彼此启

发的萌芽慢慢显现出来。

到了宋代，苏轼用“味摩诘之

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

诗”，对王维的诗画艺术进行总结

和高度评价，从精神境界上将诗与

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通之处讲

得更加透彻，推动了中国画“以诗

入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的创作潮流，也涌现出许多探讨诗

画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随着文

人水墨画的发展和兴盛，元代画家

不仅自觉在绘画创作中追求“诗情

画意”的艺术境界，还流行用书法

将题画诗跋写于绘画作品的空白

处 ，并 钤 盖 上 自 己 设 计 镌 刻 的 印

章，形成了中国画“诗书画印”一体

的独特艺术面貌，传承至今。

意境上的诗画同律

诗画合璧，不仅体现在艺术家

自 画 自 题 、自 画 他 题 等 艺 术 形 式

上，更体现在诗与画在意境营造和

艺术观念上的互融共通。

中国人自古崇敬自然万物，顺

应宇宙运行规律，形成了“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以山水画为例，

其诞生之初，在艺术功能上就与标

记 地 理 位 置 的 地 形 图 迥 然 不 同 。

无 论 是 南 朝 宗 炳 的“ 山 水 以 形 媚

道”，还是王微的“以一管之笔，拟

太虚之体”，都为中国山水画奠定

了以艺载道、托物言志的基调和方

向，画家的情思和智慧时时隐现于

山水作品中。

拟人化在诗画创作和理论研

究中十分常见，也是中国艺术的重

要特征之一。宋代画家郭熙在其

著作《林泉高致》中，以拟人的手法

对自然山水展开讨论，如“真山水

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

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

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以人的姿

容形容山川四季之美。诗词中拟

人 化 的 精 彩 描 写 更 是 不 胜 枚 举 。

诗人与画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与创

作手法，正应和了唐代诗人孟郊的

名句“天地入胸臆”“物象由我裁”

的意旨。

无论诗人还是画家，他们自觉

自愿地融入自然，也请自然万物融

之于“我”。在进行创作时，他们将

景物作为自己思想情感的寄托，寓

情于景，借景抒情；观者欣赏作品

时，通过调动自身的生命体验和艺

术感知，与作品共情，从而得以“畅

神”并获得精神愉悦和情感共鸣。

这样的作品，怎能不气韵生动，流

传千古？这样的诗词，怎能不打动

人心，穿越古今？

千百年来，诗与画早已成为中

国文化的基因，并化为中国人品性

磨练、自身修为、知常达变、人格塑

造的一种独特方式。

发展中的诗画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画面临难以突

破自身高度程式化语言体系、适应

时代需要的困境。这一困境以及

用西画技法改造中国画的做法，曾

引发广泛的讨论甚至批评。总的

来看，对中国画创作状况的批评意

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过度强

调 西 方 绘 画 求 真 的 技 法 ，逼 真 有

余，意韵不足；一味追求笔墨效果，

缺乏真山真水的陶养，流于技术语

言上的低水平重复；沉溺于传统文

人画趣 味 之 中 无 法 自 拔 ，不 能 在

新的时代语境和创作素材中融思

创变，实现中国画艺术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今天，重新认识

诗画传统，有助于开拓中国画的艺

术新境。

近年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重要课题。伴随文化

历史类电视网络节目的热播，诗词

与绘画的结合也以新形式出现在

荧屏上，人们从中更加深切地感受

到 传 统 诗 词 跨 越 时 空 的 永 恒 魅

力。在儿童教育中，“诗画呼应”成

为引导孩子全面立体地认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课外

读物中，许多儿童诗词绘本备受家

长青睐。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

小学语文教材中，很多古诗词也配

有与之相关的精美中国画作品，以

帮助孩子进入诗词的情境，理解经

典诗词的内涵。

探寻并传承中华美学精神，从

“诗画关系”入手思考中国画的当

代发展，无疑更具启发性和现实意

义。在这方面，一些具有创新性的

探索和尝试值得关注。其中，较具

代表性的是 2020 年底，由浙江省文

史研究馆和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

“ 青 山 行 不 尽 —— 唐 诗 之 路 艺 术

展”活动。近千位文史学者、艺术

家历时数月，重走历史上的“浙东

唐诗之路”，在这条山水之路上，通

过实地采风、研讨调查、交流合作

等形式，对“诗画本一律”的命题进

行思考和探讨，以回到现场的方式

重新建立诗与画、古与今的联系，

探求中国画符合自身文化传统和

艺术发展规律的当代创新之路，并

取得一定成果。

艺以载道，文以化人。重新思

考并践行“诗画传统”，使其成为推

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力量，

将有助于实现中华传统美学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

研究所副研究员）

题图设计：赵偲汝

开拓“诗画合璧”的艺术新境
孟繁玮

▼

融
（
中
国
画
）

何
韵
兰

▲

初
雪
（
中
国
画
）

王
明
明

▲陆俨少中国画《江涛万古峡》。此画之

题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秋峡》一诗。陆俨少因

与杜甫有着同样的入蜀经历和忧国忧民的家

国情怀，故对杜诗极为钟爱。抗战爆发时，陆

俨少举家入蜀避难，随身只带了一本《钱注杜

诗》。之后，陆俨少依照杜诗内容，加以自身所

见所感，创作了大量杜甫诗意图。

▲齐 白 石 中 国 画

《蛙 声 十 里 出 山 泉》。

此画是老舍以清人查

初 白 诗 句“ 蛙 声 十 里

出山泉”为题，主动提

供 创 作 构 思 ，请 齐 白

石所作。

▼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师
生
创
作
的

中
国
画
《
梦
游
天
姥
—
—
山
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