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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写意性初探
刘　塨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艺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写意性是中国画乃至中国艺术独具的特点�是中国画家追求意象�表达情感所特有的方式。它源于中国数千年的文
化积淀�尤其是古老的儒、道、释传统哲学。写意性也是中国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精神本质。在中国画不断创新、发展的今
天�对写意性传统的再认识、再发掘对我们今后的国画创作有着警示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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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意性是中国画乃至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它既是艺
术家的艺术理念�也是艺术作品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与西
洋画相比�中国画不对形象作逼真摹写�反对机械地再现自
然�而重意会、传神�重内在精神的体现和生命的主体精神�
强调写心、写情、写志。与西方求真穷象的 “镜象 ”绘画相
比�写意性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绘画独具的特点�也是中华
民族特有的艺术观。

一、写意概述
据汉 《说文解字》�“（写 ）由‘冖’和‘寫’组成�‘冖’乃

交复深屋 ”�“寫 ”乃 “鹤 ”也�鹤居深屋与鸟困牢笼无二�自
当出之而后快�以抒怀抱。这便是从字面理解 “写 ”的原始
意思。 “写 ”�通常与 “心 ”与 “情 ”有关�《小雅》曰：“我心写
兮�抒写其心也 ”。 《玉篇》：“写�尽也�除也 ”。古人又曰：
“盖写形不难�写心唯难 ”�又 “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
神气也 ” （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故�但凡宣泄、倾吐皆曰
“写 ”�故�做画写字皆曰 “写 ”�写之为快。 “意 ” 《说文》“志
也�察言而知意也�从心。”即一个内心所想所欲者�无论
志、性、情皆属意的范畴�情致、意趣、意想、情感等。写意即
艺术家表达、宣泄内心的情趣、思想、志趣、感情等 ［1］。

尽管中国画有工笔、意笔之分�简笔和繁笔之别�山水、
花鸟、人物之类�但写意性则一直作为一种治学理论贯穿于
整个中国画领域�我们所说的写意并非专为区别工笔而言�
也就是说�工写不是绝对分开的、对立的�工笔同样具有写
意性�它传达的是画家内心的志趣。

宋苏东坡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观其意气所到
耳 ”。元黄公望也说：“画�不过意思而已 ”。 “意足不求颜
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此时的形象已经退居次要的地
位�传神写照�才是画之重点�元画家王冕有言：“我家洗砚
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
坤。”对梅清气之意的追求�而舍却颜色 （形似 ）�这正是对
意的追求。倪云林曾说：“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以及白石
老人的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皆指此意。 “写意 ” “不求形
似 ”并非胡涂乱抹�“寥寥几笔�自矜高简�或重床叠层�一
味颟顸 ” （明�王绂 《书画传习录》）�而是画家在深谙形象的
前提下�惨淡经营的结果�正如魏晋玄学家所说：“立象以
尽意�得意而忘形 ”是也。

二、写意与中国文化
形成写意特征的中国艺术深深地根植于我国数千年的

农耕文明和它所蕴藉的哲学思想及儒、道、释三家的文化精

神。对自然的亲和�天人合一思想内在的要求�使得我们不
把自然作为对立面而改造�而是在重视客观现实的基础上�
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只是在 “道 ”、“理 ”的层面作形而上的思
辩�而不是作无止尽的形而下的实证、思辩、追求 ［2］。儒家
中庸求善�道家过犹不及�佛家吾心即佛的讲求�形成了既
重视客观实现�又重视主观随意的思维模式�绘画观念既不
满足于 “太似 ”的肤浅认识�又不坠入 “不似 ”的无规则游
戏�它是在抽象和具象之间的一种艺术�在这种艺术绘画中
具体形象已式微�留下了结构、节奏、韵律、均衡等因素�这
些形式因素是绘画的本体意义�也是绘画的内在精神�摒除
自然物象的附着�专门经营绘画的内在精神�中国画既不想
使主体式微�又不愿招致异化�写意绘画就历史地处在 “妙
不可言 ”的位置�“似与不似之间 ”。正如白石老人提出 “太
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 ”。写意画家们清楚地意识到 “似 ”
的局限性和 “不似 ”的泛规则性�及二者之间的相对合理
性�写意绘画�基于我国独特的人文背景和哲学精神�自为
地栖身于这块天地之中 ［3］。

三、写意在绘画中的具体表现
（一 ）人物写意
中国古代的人物画讲求 “传神、写真 ”�主张以形写神、

神形兼备�顾恺之 “传神写照�在阿睹中 ”�始终把 “神 ”放在
第一位。汉刘安 《淮南子》中指出：“画西施之面美不可悦�
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亡焉 ”�所谓 “君形 ”也就是
主宰着形的神。这些人物画传神论�实则蕴含了对象外之
意的追求。在表现技法上�用笔飒爽、自由、通脱�在人物造
形上超形夸张。画家结合各种用笔技巧�融入自己的志趣、
情怀。如明代陈老莲笔下的人物造型怪诞�身躯不成比例�
轻柔的绸衣布纹被画成有棱角的石质感�用独具神韵的线
条律动节奏刻画出各种人物神态。如梁楷的 《拔墨仙人
图》�大笔水墨挥洒之出�人物造形夸张�眼斜嘴歪�耳朵被
挤到头的一侧几乎脱离�蹒跚的步履�癫狂的醉态�痴醉的
神情�恰恰表现出仙人实则画作家豪放不羁、超于世外的个
人情怀。 《李白行吟》则用极为简括的笔法�飘逸洒脱的线
条勾画出诗人潇洒超脱�不屈权势�豁达奔放的品格�流露
出作者内心所追求的兴趣、情操。可见�中国画家由于文化
底蕴、志向、情趣、审美追求诸方面不同�形成的艺术形式也
不同�艺术家的心意往往不完全是叙事的�而是抒情的；不
是说教的�而是形象的；不是具象的�而是抽象和半抽象的�
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出人物特有的神韵�朴拙高古。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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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造型上�画家根据自我理解进行创作�对人物动态进行自
由发挥�造就象外之象�抒写胸中之气�为此�常将古代武士
形象描绘成头脑不分�虬须云鬓�狮鼻方口�双目圆睁�表情
狰狞�力求表现出一种摄人魂魄�威不可挡的力量。看上去
似乎与常形相悖�却传神达意�神完气足�这正是中国艺术
独特深遂之所在。正所谓 “自然物象只是示意的符号�是
笔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笔墨不仅要为心中之物象
（心象 ）传神�更主要的是为主体情愫传神�即畅神�这种意
向表现的似与不似的神趣�是中国画家独有的审美追求。”

（二 ）山水写意
山水画的形象远在西周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绘画只

具有装饰功能�仍属于工艺美术范围�汉代山水画已见端
倪�但山水画真正成为独立画科是在东晋到南朝期间�当时
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从宝座上滚落下来�人们的思想
极度自由开放。玄学风气下的人伦品藻�以及顾恺之所谓
传神�进而谢赫的六法中的气韵生动都无法安顿艺术家们
所追求的庄学精神。加之人的自我觉醒�在中国画家眼里�
山则成为有生命有机体的肉�水则成为流动的血。大自然
的生命创造出宇宙的整体�成为有情之物�山水形象不仅对
人没有压迫感�反而由于自身的 “拟人化 ”�使人的精神得
到解放。山水画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伟大艺术家追求的�
可以安顿生命、精神的理想家园 ［4］。山水画的出现乃是庄
学精神在艺术上的落实�因此山水画从一开始就为了表意
抒情�畅神遣兴的。宗炳在论山水画时说�“望秋云�神飞
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璋之琛�岂能仿佛之
哉 ”�“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谢脁 “天际识归舟�
云中辩江树。”饮吸山川于胸�抒写情思为介。他们认为
“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
品。”可见正如苏轼所论：“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
意不道名。”

中国山水画写意性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道的体验和探求。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

孔子的思想在于体现 “道 ”�“道 ”是宇宙创造之因�它包括
着现实的本质。于是将道赋予世间万物的中国人反过来又
在世间万物中求道�文艺自然成为了求道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以载道�才可谓之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绘画
也如此�“图绘者�莫不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 ”
（谢赫 《古国品录》）。山水画则尤为如此�宗炳提出了 “山
水以形媚道 ” （《画山水序》）�王微提出了 “以一管之笔�拟
太虚之体 ” （《叙画》）。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实用理性之下�
山水画便具有了探求精神的内涵。一方面画出的山是万物
之实境�而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个实境中表现出画家对世界
认知的结果－－－道。由此产生的中国山水画�明显包含着
深邃的哲学艺术观�这与给人以真实自然美的西洋风景�如
康斯坦布尔、希什金等油画大师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可
是�中国山水画这种特殊功能决定其是写意的。

中国山水画还表现为诗画精神的融合�画面的形似是
有限的�而丰富深刻的事理、意趣�只能通过有限的画面求
之于画外。诗画一体宋人多有论述�认为画是 “无声诗 ”、
“有形诗 ”�诗为 “无形画 ”、“无色画 ”诗画交辉�情景互融�
更能丰富人的艺术感受。苏轼云：“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
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诗画结合�互为融合。王维
有诗人情怀�其画 “画致高远 ”�“画中有诗 ”。形象之外的
意则是山水画的最高追求。

此外�山水画虽然也是基于真山水所做的观察和研究�
也是面对实物进行勾摹草稿以制作粉本�但中国的山水创

作是离开实物�借助大量的意象思维进行的。六法论中
“经营位置 ”�“高远�深远�平远 ”的透视以及打破时空界限
的构图方式�都要求画家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加以主
观 “经营 ”�大胆进行提炼、夸张、取舍和概括�使画面反映
作者的创意�体现视觉美的规律 ［5］�如宋代马远、百夏圭的
山水画�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外留出大幅空白�来表现空
蒙幽远的空间和浓郁的诗意。

（三 ）花鸟写意
在中国人看来人与自然是互依互融的�自然而有灵性

的�并常从人的伦理道德的观点去看自然现象�把自然现象
看做是人的某种精神的表象�由此产生了所谓的 “比德 ”理
论�比如中国画中的松、柏、梅、兰、菊、竹等都是比德�松则
高洁�梅则孤芳�菊花象征傲骨�兰竹体现脱俗。这种比德
思想为中国文人画在以心写意时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画墨竹始于文同�他偏爱画纤竹�这种顽强向上的竹
子�真是他人格的象征�他以双勾画竹叶�以浓墨写竹叶的
正面�以淡墨表现竹叶的背面�用笔挥洒自如�构图疏密有
致。另一位画竹能手是 “扬州八怪 ”中的郑板桥�他性情直
率�作风狂放�反对虚伪造作�他所画之竹瘦劲孤高�枝枝傲
雪�节节干霄�如同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正是他不受
羁绊�与俗不合的秉性节操的表现。

画梅之风盛行于北宋�释仲仁始画墨梅�南宋杨无咎为
画梅能手�墨色淡雅�造型清废的梅花是他不卑不亢性格的
写照。元末画梅大家王冕所画之梅清雅脱欲�“不要人夸
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以梅寓示其不甘与黑暗腐败同
流合污的精神。

到了明代�徐谓独创泼墨大写意�一改吴门画派花鸟画
自然秀润�恬淡悠雅的格调�形成大胆泼辣、乱头粗服的画
风�在物象的体面形廓方面大胆地运用宽浅混点的手法�加
之用水量大�造成干湿、浓淡、整碎、清晰与含混的强烈对
比�以表露对现实及生平遭遇的不满�抒写 “胸中有一股不
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如他的 《墨葡萄
图》以狂放泼辣的运笔�淋漓酣畅的水墨�画出低垂于枝的
串串葡萄�并题诗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完
全是画家激愤之情的表露。又如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朱
耷�从皇室贵胄沦落为逃隐草野的遗民�他一生充满着家国
破灭之痛楚和对清王朝的刻骨仇恨�他所作之画无论是翻
怪眼之鱼�还是睁白眼之鸟�还是头重脚轻的石头�无不表
现出他白眼人生的态度�桀骜不驯�倔强而不随波逐流的品
格。

总之�中国艺术是写意的�中国画是写意的�源于老庄
哲学的中国画抒写的是个人情怀�是中国人抒情遣兴的一
种方式�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远远超出了所描绘的
客观形象本身。写意性是中国画的精神本质�也是中国画
独特的艺术观�我们不能丢弃它去进行所谓的 “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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