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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以形写神”

早在魏晋南北朝的东晋时期，顾恺之在谈及人物画时就
曾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命题。他的核心观点是，
进行人物画创作时应注重“传神”，即捕捉所绘人物独具特色
的内在精神，对人物外在形象的描绘，则是为了实现“传
神”效果的一种途径。

顾恺之的这一观点，对后世中国人物画的造型取舍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以宋代画家梁楷的名作 《太白行吟图》 为
例：画面以墨色勾勒，线条凝练豪放，数笔之间，一个洒脱
飘逸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这幅画还特意选取了人物侧面进
行描绘，宽大的袍袖似迎风鼓胀，更增加了画面的流动感，
使得诗人一边缓步前行，一边寻章摘句，即所谓“行吟”的
神态得到了更好地诠释。

不难看出，在构思 《太白行吟图》 时，梁楷对李白的外
在形貌进行了尽可能简化的处理。虽然没有肖似的形貌再
现，但观者同样能对画面中的诗人形象产生认同。究其原
因，则在“传神”。可见，梁楷的《太白行吟图》正是充分体
现了中国人物画“以形写神”造型特征的代表之作。

山水画“身即山川而取之”

与人物画相似，中国山水画在造型上也有着显著的审美
特征。宋代画家郭熙在山水画论《临泉高致》中反复说：“山
水，大物也”，说的是，山水与人的自然比例关系，决定了画
者对于山水的观照不可能与画花鸟、人物相同。正所谓“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为一名画山水者，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无法对山水进行
真正全面的观察。从人的视角出发所见的山水，永远都只能
是局部，随着身体所到之处，山水也在呈现不断变换的面
貌。因而，郭熙认为：“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
矣”，能够将身体融入山水，在变换中取舍入画的山水，在局
部中把握整体，也就成为了山水画所独有的造型特征。

中国的山水画，几乎没有一幅能够完全还原现实中的真
实风景，其“山水”，往往来自于画者创造性地布局和安排。
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在比较中西绘画空间意识时说：“中国人与
西洋人同爱无尽空间 （中国人爱称太虚太空无穷无涯），但此
中有很大的精神意境上的不同。西洋人站在固定地点，由固
定角度透视深空，他的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他对这
无穷空间的态度是追寻的、控制的、冒险的、探索的……中
国人对于这无尽空间的态度却是如古诗所说：‘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
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

郭熙在 《临泉高致》 一文中还提出“三远”的概念，认
为山水画在空间维度上存在“高远”“深远”与“平远”的不
同视点。在这样的空间概念影响下，一幅山水画面中，就可
以具有突破透视法则、更为自由地排篇布局：从山下可以仰
望山巅，从前山可以窥见后山，从近处的山水更可眺望远方
的山峦，大山大水，尽收眼底。

正是由于这独特的精神境界与空间意识，中国山水画的
造型才能够境随情转，看似不尽形似，山水的灵韵却与心中
的丘壑相融合，同样实现了在不真实中还原真实。

花鸟画“剖裂玄微”

《三国志》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东吴孙权曾请一位有名的
画家曹不兴为其绘制一面屏风，绘制即将完工，曹不兴却误
笔将一块本应留白之处，点染了墨色，于是，为了不重新返
工，曹不兴遂根据墨色的形状，就势补画了一只苍蝇。当他
将绘制好的屏风呈给孙权观赏时，孙权竟以为是一只活蝇飞
落在屏风之上，举手轻弹，才发现是画而已。

从这则记载来看，三国时期的花鸟画，曾将“以假乱
真”作为绘画效果的主要追求之一。而随着其后画论思想的
发展，花鸟画逐渐脱离了形似限制，成为文人墨客写意抒怀
的另一种寄托。明清时期，徐渭、朱耷、石涛等花鸟画大
师，皆开一时风致，为后来者拓展了视野，特别是朱耷的

“意象”造型，更为人们所推崇。
近代以来，又有齐白石、李苦禅等大家，师法古人，自

成一格。齐白石在表达绘画创作观念时曾说，作画要“妙在
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并致力于“为万
虫写照、百鸟传神”。李苦禅的水墨大黑鸟，则融合了鹰、
雕、鹫、隼等猛禽神韵。在 《写鹰随感录》 一文中，李苦禅
说：“须知，在大写意的传统造形观念中，从不追寻极目所知
的表象，亦不妄生非目所知的‘抽象’，乃只要求‘以意为
之’的意象……余画雄鹰，乃胸中众鹰之‘合象’——庄生
之大鹏是也！”可知他所希望画出的“鹰”，是庄子 《逍遥
游》 中的鹏鸟，虽以鹰的形态出现，实则以意造型、以意造
境，且具有比鹰更加扩大的视野与蕴含。可见，中国花鸟
画，也具有与人物、山水画相似的造型特征，是传花鸟之神
与写内心之意的一种融合。

现今，随着素描、水彩、水粉、油画等西方绘画技法与
理念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画形象表现的可能。中
国画的造型特征同样与时俱进，不仅在中国的人物、山水、
花鸟画中继续展现着价值，而且在西方绘画的创作中也产生
了相应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中西合璧的佳作，对世界绘画艺
术的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丰富作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国版画艺术，从唐到明的传承与发展，至 20世
纪新生，到今天再度崛起，与历史、人民、时代精神
命脉相连，铁笔版刻蕴藉着中华文化理念、智慧、气
度、神韵，荡漾着民族文明魂魄、当代中国精神。

日前，在江苏举行的“桃花盛开·2018首届中国版
画作品展”，汇集86位现当代最具影响力版画家近5年
的创作和经典代表作110件，集结中国三代版画人，从
中可以一窥中国版画的纵贯一脉。

“中国三代版画人经历了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迥然
不同的历史阶段。三代版画人的作品所能比较的，不
仅是技法与尺幅，语言或题材，更重要的是版画本体
的意识是如何新兴，如何传承的，版画自身的价值观
是如何形成，如何完善的，版画的艺术理念是如何与
时俱进，如何与人俱在的。”本次展览策展人、清华大
学教授代大权说，在“桃花盛开”展览中，人们不但
能看到版画无可替代的美，还能通过版画艺术看到版
画精神，通过这精神看到大写的版画人。

欣赏版画给人带来的视觉和心灵撞击感，与其他
艺术作品相比，更具力度、深度而又不失温度。“版画
所运用的材质和工具决定其语言的不同性质，这不仅
仅是画布上的语言、宣纸上的语言，也变成了木、石
等很强烈物性特点的语言，所以版画的语言更具刚
性”，代大权说，版画在具体画面表现上更强调简洁和
概括，这种刚性语言在表达任何画面情绪时都展现出
果断、明快的美学特点。版画更多呈现出的是画家的
人性和材质的物性相互碰撞的结果。

作为悠久的绘画艺术，版画却与普罗大众存在疏
离感。对于这样的现状，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周京新有不同看法。“版画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是密切相
关的，包括我们在生活中使用的日常物品，如着装、
器皿等都有版画的元素蕴含其中”，他认为，深入到百
姓生活当中的“版画基因”才不会消亡。此次展览也
更加说明了版画艺术需要发展，它自身也充满了旺盛
的生命力。

日前，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主
办的“闳约逸致——苏百钧中国工笔画展”在北京
举行。展览展出苏百钧多年来的代表性大创作、扇
面、白描和长卷等，共计120多幅。展览以“闳约逸
致”为题，所谓“闳”，有宏大、宽广之义，指画面
格局和气度之大；“约”有约束之义，指作画之法
度；“逸”指高格调、高品位；“致”则指画面所追
求的精致与高雅。看似没有关联的四个字，诠释出
苏百钧对艺术的主张和追求。

苏百钧生于书画世家，其父为岭南画派名家苏
卧农。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对于绘事耳濡目染，并
得父亲亲授，还未上学就已经会拿着画板对景写
生。加之他生长于南粤之地，满眼枝繁叶茂、鸟语
花香，自然之美深深刻印在他心底。

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吕品田所说，
苏百钧浸润于花香鸟语、翰墨丹青的世界，有着得
天独厚的成才条件。他远师宋元，近承岭南，始终

不愠不躁地思考画理、锤炼笔墨、推敲章法、琢磨
技巧，殚精竭虑，用功极勤，以至汲得大成自我的
百家滋养。

纵观苏百钧的画作，小到平尺扇面，大到巨幅
长卷，无不体现了“工”中带“写”的特点。他强
调线条对写意性质的承载，更准确地说，是通过线
条的法度来表达物象的意态精神。

古人云：“逸品，笔简意赅，令观者兴趣深远，
若别开一境界。”苏百钧的绘画正是对这句话的体
现。他的作品融林泉高致与笔墨写意精神于一体，
渗透着深沉的人生况味与历史感悟。从他那一张张
气势磅礴的作品中能感受到心灵静穆的观照。

苏百钧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
院博士生导师。他坚定自持、虔敬正诚，对中国工
笔花鸟画的技艺研精究微，不愠不躁地锤炼笔墨、
推敲章法、琢磨技巧，坚持思考画理，造就了他深
厚的人文修养和专业功底。

在不真实中还原真实
——中国画的造型特征

□ 雍文昴

②

仿
古
山
水

董
其
昌

如果用一句

话概括中国画的

基 本 造 型 特 征 ，

那就是中国画更

加重视传达所绘

对 象 的 内 在 神

韵，也更加重视

画者主观情感的

表现与寄托。中

国画对于客观事

物的描摹，是一

种在不真实中还

原的真实，看似

并不完全相似的

形象，其实是对

所绘对象深层意

蕴的感发，也是

将所绘对象的内

在神韵与画者主

观生命体验相互

融合的深度再造。

版
画
﹃
朵
朵
开
﹄

□
王
宛
璐

风 宋源文

高原的阳光 徐 匡

“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举行

猫石图 朱 耷

太白行吟图 梁 楷

聊写胸中逸气
□ 钟 译

七月盛开三棱剑花 苏百钧

为彰显邮驿文化风貌，延续运河历史文脉，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日前在江苏省高
邮市博物馆开展。

展览共计收到参评作品照片 4280 件，经过初评、
复评，共评出入选作品 204 件，其中入会资格作品 52
件。展出作品涵盖山水、人物、花鸟，题材广泛、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

参展艺术家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
值，展示现代邮城风情，描绘运河两岸自然、人文风
貌，表达了运河儿女的家国情怀。新农村风貌、自然
生态、低碳环保、科技振兴、现代工业、市井气息以
及少数民族等题材也有涉猎。

京杭大运河高邮段全长约 43公里，是现今保存最
为完整、景色最为怡人的古运河遗址之一。据悉，高
邮市已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达成共识，将在高邮再连续
举办五届“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致力
于将画展打造成富有高邮特色的文化艺术品牌。

（杨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