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维克，全国政协委员，
民革中央画院院长，山东画
院院长，兼任中国统促会理
事、民革山东省委会副主委、
世 界 孔 子 后 裔 联 谊 会 副 会
长。代表作有：《孔子周游列
国图》《公车上书》《沐》《杏坛
讲学》《高士图》《白英点泉》
等。近年现实题材的创作《高
原的记忆——孔繁森》《齐鲁
曙光——党的一大代表王尽
美、邓恩铭》《同志仍须努力
—— 为 国 父 孙 中 山 先 生 造
像》等，其画作在当代画坛产
生一定的影响，其作品及传
略被收入各类画册和辞书。
代表作数幅入载上世纪 80 年
代启动历时 10 年的国家美术
出版工程《中国现代美术全
集》中国画卷、壁画卷、插图
卷 。出 版 有 孔 维 克 画 集 、文
集 、书法集 、写生集等 50 余
种，获“中国画坛百位杰出画
家”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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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维克

编者的话：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
厚滋养。中国绘画，根植于中
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中，
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变化，形
成了一个融合中华民族特有
的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审美
意识、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
的完整的艺术体系，成为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本期讲坛邀请孔维克委
员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
画及其二者的关系。

主讲人简介：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画
□主讲人：孔维克

■

什么是中国画？

讲 坛

■

中国画的门类与材质

■

中国画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画，简称“国画”，是用中国传
统的造型手法、传统的绘画工具、传统
的文化理念相结合的一种绘画形式。
它传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中
国独有的、在世界上具有独特文化价
值的艺术样式。

艺术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文化？如何
定义文化？在中外《大词典》《辞海》中，
关于文化的定义多达200多种，可见
给文化下定义是比较难的。但是如果
用一句话概括，也能说得明白。有人这
样说：文化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演化的
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尤其是精神财富。余秋雨先生
也对“文化”进行过阐述，他说：“文化
是一种养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
式，它最终成果是化出了一批人。”这
也指出了文化的作用。譬如，传统文化
中的孝悌、忠信、礼义、仁爱等，是中国
人共同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或价值
观。人们往往说，中国人与西方人沟通
困难，其根本原因是文化不同。

就中国而言，中国人也有不同的
地域文化，如中原大地有齐鲁文化、江
南有吴越文化、西南有巴蜀文化、陕北
有三秦文化、东北有黑土文化、广东广

西有岭南文化……各地域还有各自的
方言、美食、个性特点以及生活方式和
处事态度。

那么，文化与艺术有什么关系呢？
通常来讲，艺术是情感的产物，是精神
世界的反映，也是一种手艺。吴冠中先
生曾称自己“只是一个手艺人”。当然，
艺术不仅仅只有绘画，还包括音乐、舞
蹈、戏剧、雕塑等门类。因此可以说，艺
术是人能够制造出来并能够为他人所
理解的声音、符号、色彩、造型等有意
味的形式。艺术来源于生活，折射于文
化，这包含了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对世
界的认知。艺术反映了人对世界的认
识，在制作中有手艺的成分，更有感情
的成分，它以亲和力沟通人与人之间
的理解，在润物无声中传达思想与情
感。

具体到绘画，它与色彩和造型有
关。人类早期绘画来源于娱乐。狩猎是
人类最早的生活方式。狩猎之余，人们
要休闲下来，便围着篝火唱、跳，这就
是最早的音乐和舞蹈。后来，人们又想
着把狩猎来的成果画出来，这就是最
早的美术。人们以石器作为工具将自
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刻录在岩石
上，这就是人们最早看到的绘画——
岩画，如广西花山岩画、贺兰山岩画

等。岩画是一种符号，正如文学也是由
符号演变成文字而编排成一个叙事序
列一样，都是用以传递感情、传达思想
的形式。

中西方绘画的不同特点

中国古代称画画为丹青、绘画、绘
事，今天称“中国画”就像称“中医”一
样，是西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进入中国
后相比照的产物，以区别于油画、水彩
画、版画等。

近百年来，西方绘画理念不断传
入中国，使传统中国画有所变化。但与
西方绘画相比，西方绘画是微观的分
析，然后形成具象，中国画则是宏观
的、概括的，最后落脚于意象；西方绘
画重光影、色彩、科学，是立体的，而中
国绘画是线条的、黑白的、模糊的，最
后达到平面的处理效果；西方绘画是
再现性的，表现所有看到的事物，中国
绘画则是表现性的，可以表现想到或
看到抑或看不到心中所想的事物；西
方重视透视解析的技法不断研究外部
世界、表现客观世界，而中国重读书、
重学养，通过笔墨修炼而悟道，最后通
过书画的研习完善整个艺术人生成为
自我。通过中西绘画的比较，我们可以
清晰明了地看到中西绘画在表现形

式、审美特征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通
过这些不同，可以深入地理解中国绘画
的精神。

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相比，一个重
要的区别是，西方绘画是描摹自然、指向
客观，中国绘画是体悟自然、指向内心，
最终西方产生的是一位位美术大师，中
国则是修炼成一个个文化大家。（当然，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绘画也从东方学习到
一些理念）

中国画的基本源流与审美品鉴

中国画历史悠久。远在战国时期，就
出现了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
最为著名的是在丝织品上绘《御龙图》帛
画。两汉时期，出现的画像石和汉墓壁
画，是当时最常见的绘画。东晋时期，顾
恺之的《洛神赋》成为早期人物画的代
表。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
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山
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人物画出现了
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五代、两宋又
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
描绘世俗生活，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
主流。如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北宋时
期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元、明、清
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
展，文人画和水墨写意成为中国画的主

流，元代倪瓒的《江岸望山图》、明代沈周
的《溪山秋色图》等，都成为名垂千古的
传世之作。

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逐渐建立起一
种标准，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其《书断》
中曾提出“神品”“妙品”和“能品”的概
念，后来唐朝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
又加上一个叫“逸品”。北宋时期，有理论
家将“逸品”排在第一位，于是就有了现
在的“逸品”“神品”“妙品”“能品”之说。
其中，“逸品”指的是草草几笔见真章；

“神品”即是指神来之笔，很难达到，也很
难超越；“妙品”属于第三品，它是指绘画
中的构思、技法等运用巧妙；“能品”指的
是有能力肯下功夫。这种品评标准，是先
贤的艺术创造，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
一种审美判断方法。

今天，我们对于美术作品的艺术批
评，则把以上四种艺术标准进行了融合：
对“神品”的理解是看画作的整体感觉，
对“妙品”的理解是看画作的整体构思，
对“能品”的理解是看画作体现出来的基
本功，对“逸品”的理解是要让画作看起
来很轻松飘逸。如果这四种标准都能达
到，那么这幅作品就算是优秀作品。随着
时代的发展，又加入了社会性及接受美
学的因素，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
赏性统一”的标准。

中国画的分科

中国画大致分为三科：山水、花
鸟与人物。

最早产生的是人物画，这也与中
国文化阐发相关。中国人自古讲究人
文，比如儒家文化讲究对人的关怀、
文以载道，人们为了表达思想，往往
以人物来直接传递感情。唐代以后，
人物画的发展已非常成熟。如唐代周
昉的《簪花仕女图》和《凌烟阁二十四
功臣画像》等。五四运动以后，传统的
人物技法已不能表现现实生活，当时
的文化改革者如陈独秀等人主张必须
进行美术革命，有人即将人物画中的
某些造型技法与西方绘画融会贯通，
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式创新型的人物画
——现代水墨人物画，这就是以徐悲
鸿、蒋兆和为代表的“徐蒋体系”，如徐
悲鸿的《九方皋》、蒋兆和的《流民图》
对人物画坛影响巨大，推动了人物画
的发展和现代转型。其次是山水画，
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隋
朝画家展子虔创作的《游春图》，被公
认为是我国第一幅山水画，这也是迄

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最早的纸笔绘画。
《游春图》脱胎于人物画，其主题是人物
在游春，主体是春景。山水画与中国文化
中的禅宗及道教结合产生了寄情山林、
卧游江山的山水传统，出现了范宽、李
成、黄公望等大家。及至清四王技法僵
化、几近衰败。新中国成立后，黄宾虹、李
可染、傅抱石、关山月等开山水画改革一
代新风。虽然花鸟画成熟较晚，但它的技
巧技法成熟度最高，呈现出的优秀作品
和代表人物也最多。至明清徐渭、八大山
人、吴昌硕、任伯年已将花鸟画推向巅

峰，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等又
将花鸟画开拓出另一番时代新貌。

中国工笔和写意

从绘画的面貌上看，中国画大概
可分工笔、写意两种形式。工笔画成熟
于中唐时期，写意成熟于明清时期。工
笔画在用线、造型处理上比较工整，层
次丰富，用色绚烂，其线条以高古游丝
描为主。唐代人物画及五代、宋人花鸟
中的传世瑰宝都是工笔画，如《韩熙载
夜宴图》《捣练图》《出水芙蓉图》《珍禽

图》等。写意画用笔豪放，造型概括以水
墨为主，其线条讲究书写性。如八大山人
花鸟的简洁冷逸，吴昌硕花鸟的雄浑用
笔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画的绘画材料

中国画所使用的工具材料一般是以
毛笔和宣纸为主。绘画材料的不同造成
不同的绘画形态和不同的表现形式。毛
笔，相传由秦朝将领蒙恬所创造。毛笔根
据软硬度又分为硬毫和软毫两种，硬毫以
狼毫为主要制作材料，软毫以羊毫为主要
制作材料。根据写字绘画、种类，以及个人
习惯的不同，用笔也不一样，勾线使用叶
筋笔，勾长线需要使用山马笔，还有大笔，
如斗笔，斗笔大中小等。毛笔最基本的特
征是锥形，锥形毛笔既能画出不同粗细的
线，又能画出大大小小的面，这也是古人
智慧的结晶。

中国画用纸种类广泛，绫、绢等织
物也都是绘画的材料。相传东汉蔡伦
首创渔网、树皮、麻布造纸，后来蔡伦
的弟子孔丹用安徽宣州一带的檀树皮
及草料创造宣纸。现代人也用麻纸和
一些各种各样的布作为材料，画在板

子上、玻璃上等。按传统来说，基本上
用的是纸和绢两种材料。尤其是产于
安徽的宣纸，它手工制作，对墨色的反
应有独特趣味，渗透力强又可控制，其
特性将国画要求的笔墨神韵能最好地
发挥出来，故宣纸几乎已成为国画用
纸的代名词。

中国画的装裱形式

中国画通过装裱完成最终的艺术呈
现。传统中国画的装裱形式有中堂、四条
屏、条幅、镜心、册页、扇面等。这与古人
的生活状况、生存环境相关，比如，很多
家庭都是高堂大屋，一进门有条几，两边
是太师椅，中间八仙桌，挂个中堂，中堂
两边还有对联，从中可以体现出主人的
爱好、习性以及文化追求。到了现代，有
了现代展览，展厅中中国画的展示就有
了像西画陈列一样的镜框。家庭装饰用
画也因房子变矮且是现代建筑而改用镜
框。画作装裱装框后，不仅增添了画作的
美感，也衬托了展示空间的美感。中国画
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无不显示着中国
人的智慧，无不散发着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无穷魅力。

中国画的艺术表现

中国绘画讲究诗、书、画、印的
综合呈现。相传，北宋文学家、书画
家苏东坡写字作画累了，随手画了一
幅笔架，他觉得十分有趣，就在画上
题了字，随后他还写文章谈自己的感
想，由此便产生了文人画。文人画与
水墨写意相结合，成就了文人写意
画，形成了诗书画印综合呈现的艺术
面貌，后来把诗的语境、书法的美感
题在画上，把书法的题款也落在画
上，通过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的盖印
丰富画面，从而使画面构图更完整，
画面意境更深厚。

中国画的审美思想主要表现为善
德承载、以物比德、写意为上、重视气
韵等方面。中国画以善为美，崇德载
道。这在中国画中比比皆是：如，倪瓒
的《六君子》，以六棵树来形容君子，画
中题诗更深化了作者的审美思想；赵
佶的《芙蓉锦鸡图》，以“鸡有五
德”——文、武、勇、仁、信的意象来表
现创作者对高贵品格的赞许；明沈周
的《庐山高》，用庐山的高来比喻人格，
通过题词也表达了他的思想。还有郑
板桥的《墨竹图》，以竹子的节节高、虚
心，来比喻人的美德；齐白石的《三世
清白》，以“柿”“青白菜”的谐音来比喻
人的崇高节操。

以线造型、平面处理、笔墨表达
是中国画的主要技法特征。以线造
型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绘画形式的
主要特点之一。北宋武宗元的《朝元
仙仗图》是一幅以线造型、平面处
理的代表作。它探究高和宽的线条
处理，不追求纵深的表达，强调了
平面处理的装饰性。而笔墨表达主
要是水墨写意画中的技法特点。齐
白石的《虾》，虾须是线，虾身的一
段段是放大的线。在八大山人的《石

头小鸟》中，笔墨的技法更为显现，小
鸟是用线条画出，石头便是放大的
线。我本人创作的巨幅作品《日本遣
唐使》中，也是用线条描摹了历史盛
况，画中有大海，有舟船，有人物，有
建筑，一条线表达了丰富多彩的万千
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东西方因文化的不同产生了不同
的绘画。中国画从宏观上对线性的剥
离到抽象的归纳，最后成为意象的表
现，形成了中国式的绘画。

中国文化及哲学一直以来是用
宏观看待世界，所以产生了八卦、阴
阳等最早的辩证思想，这些思想深刻
影响了中国绘画。西方文化重学理、
重分析，以致出现了对光的科学分
析，产生了三原色、三间色、多复色
等。中国绘画中虽然只有五种颜色，
却也呈现了大千世界。文化的不同造
就了艺术表现的不同。比如齐白石的
《牡丹》，叶是黑色的，花是红色的；可
是现实中，叶子应该是绿色的，而作
品中用墨色来表现绿叶，更展现了牡
丹娇艳欲滴和勃勃生机的艺术景象。
再比如，潘天寿的《鹰石图》中，方形
的石头突出了画的张力与意境。这些
都是与描摹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
效果。

向善崇德、传神达意、诗情画意、
雅俗共赏、笔情墨趣，是中国画的重要
审美范畴，也体现了中国画独特的艺
术精神。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对中
国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儒道
释对中国绘画的潜移默化。儒家“文以
载道”的思想，影响了画家的选材、达
意、以德喻物的教化与担当意识。比
如，山东地区的画家受齐鲁文化的影
响，一直保持并延续这一传统。道家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影响
了画家的寄情山林、物我两忘的人文
情怀。受到道家影响最多的便是文人
画。禅宗的直指人心、心灵追问，影响
了画家的艺术静修，以及用笔营造空
灵的境界。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绘画
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儒道释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面貌，同时也深
刻地影响着中国绘画思想内涵、取材
立意、表现形式、笔墨语言。

如何欣赏中国画

中国画来自中国文化。中国的京
剧、武术、茶道、书法等同样来自中国
文化。京剧中的脸谱、程式化、象征性
等特点特征影响了中国画；武术中的
造型等特征影响了书法，也影响着中
国画的气韵。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首先要传达时代的审美特征。中
国画是视觉美的传达，每个时代都有它
独特的审代意象和精神标识。这些审美
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如汉
代的雄浑、北魏的雄奇、晋代的飘逸、明
清的淡雅、近现代的博大等。了解中华美
学的总体审美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把
握中国文化精神的框架而欣赏中国历代
绘画，也有助于从艺习画者把握自己的
审美创造。

由此，我认为中国画具有四大审美
功能：一是铸造时代审美，留下当代文
化；二是美化生存环境，陶冶大众情操；
三是提升个人审美，书画怡神养性；四是
通过习书学画，修炼自我境界。通过学
习、鉴赏中国绘画，走进中国文化，提高
自身修养，提高思想境界。

总之，从人类文化发展来看，绘画既
是一种审美活动，也是对本土文化的形

象反映。而人类有着共同的审美规律，如
对均衡、节奏、色彩造型的审美表现等都
有着相同的共识，但在具体呈现上也彰
显着不同文化的不同表现，形成了不同
的绘画式样和审美特征，也造就了不同
的文化族群及不同的审美习惯。近代以
来，尤其是当下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不
同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使绘画的观
念形态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状态。虽然东
西方绘画在表现手段上有着不少的相互
借鉴，但最基本的精神底色是不变的。中
国画不管如何变化，都应该坚守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为此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气派的属于我们这个新时代
的作品。

早在60多年前国画大师潘天寿先
生就强调“东西方的绘画要拉开距离”。
文化因不同而精彩，因交流而互鉴，多样
化才能使艺术产生出更持久、更迷人的
无穷魅力。

▲徐悲鸿《九方皋》

▲（隋） 展子虔《游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