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中国画

鲜明的特色和独具的优势

杜高杰，1936年12月31日生于四川省夹江县，1954

年9月到浙江大学任教。现为浙江大学教授，杭州市文

联名誉主席、中国国学学会名誉会长、浙江省老干部美

术家协会主席、浙江西湖书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会员、西

泠印社社员、杭州国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国际

美术交流协会等艺术团体顾问。1991、2021 年，浙江大

学党委、浙大建工学院党委先后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民美术出

版社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杜高杰》《杜高杰中国

画小品选集》。上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等数十家出

版机构出版个人中国画及水彩画、油画、油画棒专集 40

余种。他的大幅中国画陈列于多个重要公共场所。

中国绘画之精髓，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我们要

“借古开今”、“化旧为新”、“推陈出新”，都必须首先认识清楚

“古”、“旧”、“陈”中有什么精华，供我们用以“借”、“化”、“推”。

持虚无主义主张的人，认为中国画已落后于时代，不能和世界

当代艺术“接轨”，当然不会下功夫去研究中国绘画之精髓。

带有保守倾向的人则忽视中国绘画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对传

统中国绘画中的精华与糟粕缺乏明晰的判断与鉴别，满足于

既有形式的承袭。近百年来，我国的不少哲人和画家，对中国

画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发表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对中

国绘画的精髓，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亟待就此凝

聚共识，以推动中国绘画的继承创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

中国绘画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陶器

上就有多种动物图像和精美的花纹。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

了壁画和帛画。我们现在已能见到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

画”和“人物御龙帛画”，作品形象生动，线条流畅，画面富于

想象，构图处理也十分得当。经过二千几百年的创作实践和

理论指引，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的中国绘画。它所体现的创新精神，具有的精深理念、高致

的审美要求，辩证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以及历代的经典作品，

构成了中国绘画之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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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画的特点和优势，而衡量中

国画作品的艺术质量和水平，则需要遵循中华优秀文化的审

美要求，在我看来，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气韵充盈，气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

念。从二千年前孟子提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我养吾

浩然之气”，到近代吴昌硕“苦铁画气不画形”的主张，其间有

众多哲学家、文学家和书画家，围绕“气”作了精辟的论述。

举其要者有：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谢赫的

“气韵生动是也”，张怀瓘的：“风神骨气者居上”，李世民的

“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气冲和为妙。”韩愈的“气盛则言

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白居易认为文人的粹灵之气

“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荆浩把气作为六要之首。他说：

“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项容放逸不失真元气

象”吴道子说：“笔胜于象，骨气自高”。苏轼主张画要“取其

意气所到”。谢榛主张“气贵雄浑”。郑板桥认为，画需“一块

元气团结而成”。章立诚认为“气积而文昌”。刘熙载说：“书

要具备阴阳二气，大凡沉著屈郁，阴也；奇拔豪迈，阳也”。从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重气的主张贯穿在中国文学艺术两千多

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国画创作中，对画面整体的气象、气

势、气韵以及笔气、墨气、色气的理解和运用，至今仍然是一

个十分值得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的课题。

画面至大至刚的整体气象，即我们常说的“大气”。只有

作品大气的画家，才能称为大家。大气的作品，首先是整体，

其次是微妙。粗犷近于草率，不能称大气。精细也不就是小

气。概括精练，必然大气，繁琐细碎，必然小气。具有整体气

象的作品，又有丰富的变化，那就会达到远看好，近看也好，

既动人又耐看的效果。

气与势是互相依存，互为表里的，气虚而势实。沈宗骞

说：“气之在是，亦即势之在是也。气以成势，势以御气。势

可见而气不可见。故欲得势，必先培养其气。气能流畅，则

势自合拍”。气是通过势表现出来的，而势则依赖于形的塑

博大精深的审美要求

中国绘画之精髓
■杜高杰

首先，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的是中国历代哲人和

优秀画家所倡导的创新精神。两千多年前，我们的

先贤就提出“革故鼎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理念。从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国绘画的创

立时期，画家们以社会和自然为师，作品大都具有

原创性，因而尚不存在强调创新的问题。宋起，开

临仿之风，提倡创新，就成为推动绘画创作顺应时

代发展的重要动力了。苏轼响亮地提出要“出新意

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并首创以朱色画

竹。同时期的米芾以大混点写云山，迥异时风。当

代法国油画大家称近一千年前的米芾为十足的现

代派。稍后，梁楷作“泼墨仙人图”创人物画大写意

之先河。明代李应桢说：“破都是功夫，何至随人脚

跟”。个性狂放的徐渭则更为鲜明地强调创作要有

“真我面目”，“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他以其

激情放逸的大写意花卉创一代新风，影响深远。至

清代虽然盛行仿古之风，但石涛、八大、杨州八怪等

画家仍然有不少创新之作。即使许多评论家认为

是仿古派的代表“四王”，也有表现生活自具面貌的

作品。其中尤以被称为“集大成”的王石谷，无论是

构思、构图、造型及笔墨技法，都有异于前人，超越

前人之处，他不仅领衔创作大型历史画“康熙南巡

图”，而且创作了不少有生活气息、有生动形象的山

水画作品。他“随意点墨，天趣飞翔”、“自喜不复为

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王石谷不应是“改

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而应是中国画精髓的继承

者，是学习中国山水画起步的良师。当然，最具创

新意识的是石涛，他提出“借古开今”“笔墨当随时

代”。他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

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

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

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

古何师而不化之有？”三百几十年前石涛发出的上

述令人振聋发聩的见解，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领会

和深思。他的创新意识对稍后于他的“扬州八怪”

及其他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画家无疑产生了积极

的作用。一百年前金城说：“无旧无新，新即是旧，

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以辩证发展

的观念，深刻阐明了新和旧的关系，提倡化旧为

新。当代齐白石云：“逢人耻听说荆关”，衰年变

法，闯出了中国画的一片新天地。林风眠、徐悲

鸿，李可染等，在中西交融的创作实践中，走出了

各具风貌的创新之路。李可染提出：“用最大的功

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对中国画的发

展创新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潘天寿认为：“一切

文艺作品，都应具有时代思想和时代精神”“我们

借古开今，不能借古代今，‘借古’是手段，‘开今’

是目的。”他以自己具有浓郁时代生活气息，劲健

雄强的画风，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在他的主持

下，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院前身）的中国画教学，

把扎实的造型基础磨练（素描、结构素描、白描）和

中国传统的笔墨审美要求结合起来，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逐步形成了浙派人物画的技法体系和鲜

明画风，成为当代中国画创新的旗帜。综观中国绘

画史，凡是具有个人面貌有成就的画家，无不具有

创新意识。新的时代要求中国画也要做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应该把先贤们的创新精神

发扬光大，落到实处，使中国画创作焕发出生生不

息，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

中国画的特点和优势，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一、重意寄情。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有“意”的，但却存

在着轻重，强弱、隐显之别。中国画重意寄情源远流长，一千

七百年前，宋·宗炳提出，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开重

意寄情主张之先河。唐荆浩提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张

彦远提出“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自此，重意寄

情成为中国画的首要要求和鲜明特色。在中国画的花卉作

品中，松、柏、梅、兰、竹、菊等等都成为人格化的形象，赋予了

不同的寓意，与西方的静物画大相径庭，就艺术格调而言，在

这个领域，可以说是高于西方绘画的。

二、突破时空局限，以大观小，移步换景（亦称散点透视）

取舍自由。突破时空局限，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天上人

间，四时景物，都可以组合在一幅超出正常视角范围的长卷

或立轴之中。而以大观小，则是拓宽视域的高超手法，从两

千年前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起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等，都

是这种表现方法的杰出运用。先贤们用这种只有“无人机”

航拍才有的视觉形象来组织画面，不能不被看成是超前的卓

越的创作方法。而在西方架上绘画中是没有这一类突破时

空局限的作品的。

三、强调具有骨气的笔墨在造型和表现作者精神气质

中的作用。笔墨不只是一种工具材料，也不仅是一种表现方

法，而是精神的载体。从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骨

法用笔”起，历代论著，均重笔墨。清·沈宗骞云：“若不是笔

墨，纵好的局法，总不是画”。笔墨是衡量中国画水平的重要

标准，是中国画优秀传统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以点线为主的造型技巧，强调表现事物的形质，不重

光影，而以轻重、疏密、繁简浓淡的变化塑造形象，区别于西

方二十世纪之前大都以明暗面塑造形象的技法。经过千锤

百炼，使点、线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所谓：“点如高山坠

石”，强调点的重量感。而“一波三折”“无往不复，无垂不缩”

“ 平、留、园、重、变”则使线产生丰富的耐人寻味的美，使中

国画呈现出独特的美的形态。

五、大胆而巧妙的虚实处理，强化作品的概括性，含蓄

性。虚的手法主要是简化形象，减弱对比、置以烟云，乃至虚

之为白地。人物、花卉作品中背景空白，山水作品中大小不

同的空白俱为虚的部分。笪重光《画筌》云：“空本难图，实景

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

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面虚实处理得

好，既突出了主体，又使画面有很强的节奏感，避免了繁琐，

增强了含蓄性，给予读者更多想象回味的空间。

六、形象、诗文、题跋，钤印组成一幅有机的相得益彰的

画面。诗、书、画、印的和谐统一，使画面更加充实、内涵更加

生生不已的创新精神

丰富。诗书画印有机的、完美的结合，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

展过程，至明清臻于完善。从王冕、徐渭、金农、郑板桥到吴

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家都留下了极具意趣的题跋，增强

了作品的艺术质量和欣赏价值。其中齐白石的题跋，意趣最

为突出，充分显示了他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和“借题发挥”的过

人之处。题跋为中国画独具的形式，作者需要具备诗、文、书

法乃至历史和哲学的修养，这是一种需要长期积累修炼的

“画外功”。弘扬中国画的这一特色，十分必要。就此而言，

正是中国画当前创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需要引起中国画界

的高度重视并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造。因此，塑造有动态的形，通过形的对比造势，就能使画面

产生气势，而气势是作品大气的重要因素之一。

气韵是画面形象所具有的力度和韵律给观者的感受。

气韵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含气和韵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和

从技巧性进而为精神性的两个层次。气指的是作品所显现

的具有阳刚之力的气势、气度和气慨；韵指的是作品具有阴

柔之美的风神、风度和风致。气韵是通过具有力度和节奏的

形象构成的和谐形态呈现出来的。方薰说：“气盛则纵横挥

洒、机无滞碍，其间韵自生动矣！”气足而后韵生。在不同的

作品中，往往各有强弱，有以气胜或以韵胜之别。

笔气、墨气、色气是构成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是鉴别

作品艺术性高低的重要标志。论者以雅俗、文野、强弱、老嫩

评鉴之，亦可以庙堂气、山林气、书卷气、江湖气区别之。

气是作品所体现的生命力。人的生命以具有力度和韵

律的状态呈现。人们希望在作品中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因而

力度和韵律成为形式美的核心，成为古今中外无不遵循的艺

术形式法则。从荆、关、巨、李到徐、朱、吴、齐、黄等历代大

家，虽然作品的题材不同、面貌有别，但都给人以沉雄苍郁、

大气磅礴之感，绝无软弱轻浮之病，而这正是中国画传统的

精髓。

作品气韵之佳者，呈现以下状态：

雄泽、豪放、隽秀、清润、劲健、沉着、缜密、自然、和畅，飘

逸、含蓄、幽致，老辣、生拙、微妙、典雅。

作品气韵之不佳者，呈现以下状态：

板刻、郁结、浅薄、轻浮、软弱、粗率、细碎、甜俗，以及腻、

浊、赃、花、散、火、跳等等。

二、境界深广。境界即作品的意境、情境。王国维说：

“一切景语皆语也”。意境是“境”与“情”的结晶，是作者与客

观自然景物交融所产生的感受，通过画面形象表现出来，成

为歌德所谓的“第二自然”。石涛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

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山川与予神遇而

迹化也”。瑞士思想家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

的境界”。除画面形象所呈现的境界外，中国画还有一个独

特的拓展，深化境界的形式——题跋。从王冕、徐渭、金农、

郑燮到齐白石等画家的许多作品都由于题跋饱含哲理和情

趣，因而得以升华，达到更为深广的艺术境界。

三、格调高雅。格调是作品内容和形式所产生的综合

的艺术效果和精神风貌。它体现了作者的品格、修养、审

美趣味和审美水平。高格调的作品必定吸取了前人优秀

的艺术成果、并有新的发展，有时代的风貌和作者鲜明的

艺术个性。精湛的技巧是创作高格调作品的必要条件，然

而精神境界才是决定因素。技术熟练不一定能创作出高

格调的作品，如果熟练中带有不良习气和俗气，则其格调

必然低下。要重视画面的艺术处理，删繁就简、实中有虚，

求含蓄、避刻露。一以当十，融博大与精微于一体；计白当

黑，令笔不到而意周。坚持把中国画优秀传统中具有核心

意义的审美要求用以指导创作实践，就必然能够不断产生

高格调的作品。

杜高杰 登高览元化 2022年杜高杰 登高览元化 2022年

杜高杰 意匠歌（自书诗）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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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中国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在当下已

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与时俱进，学界也经常

出现各种讨论，如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创作中的程

式化问题、笔墨语言如何创新等等，十分有益于中

国画的长期发展。同时，中国画也有着广泛的群

众基础和受众群体，但基于美育普及程度的不足

和精英教育的稀缺，大众能够得到高深教育的机

会并不太多，更是无法探究学术堂奥。有鉴于此，

我们希望那些长期浸淫中国画艺术，一生都在默

默耕耘的有成就的艺术家，把他（她）们毕生的心

血，研究的心得体会，化为圭臬，播散出来，并欢迎

大家都来畅所欲言，这无疑是一件有益于社会的

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