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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山关》 200cm×240cm 中国画 王乘 作

“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
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明·董其昌 《画
旨》）。由于中国绘画的传统积淀，以及材料与
工具的特性，造成了创造主体 （画家） 自觉地把
握运用笔墨时与身外之境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
仅是表象和具象的，而且是抽象的，是心象的差
异。也就是个体精神与宇宙的差异，即认识上的
差异，情感上的差异。如何实现统一，达到浑然
一体，是当今中国画创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物有定形，石无定形，有形者有似，无形
者无似，无似何画？画其神而”（习苦斋题画·
戴熙）。这种主观精神的绝对追求，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中国画在其具体表现形态上完全脱离
形的束缚而达到精神上的绝对体验，对已有图式
及符号进行单独提炼，达到极致，以至于传统中
国画在其发展方向上，其精神性是占主导地位
的。即绘画的主要目的是表现“我”心中的

“石”而达到“我”之精神体现。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绝对性追求的实

现，是以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融合作为前提条件，
在主观精神支配下而实现浑然一体的。否之“然
贵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弃也；得其画而
不化，自缚也”（《石涛画语录·尊受章第
四》），所以“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
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
检，不须穷索……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须反
身而诚，乃为大乐。“大”而化之，只是谓理与
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
有差。若至于画者，则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
己。颜子正在此，若化则便是仲尼 （见《宋元学
案》，541页）。这种只有“浑然与物同体”才能
使人格的完善得以达成的理念，促成了创造主体
以主观意识与自然相互融合，从而实现主观精神
的绝对追求。

而这种绝对追求是需要“理”的主要支撑，
也就是说在客观世界与主观意识之间的内心矛盾
中所掘发出的深度，往往被“理”的原则淹没，
可以想象由人的灵魂深处指向宇宙意识而迸发的
感情必然表现为主观意识，是发自内心深处对生
命的一种感悟，而这种感悟就需要以“诚”的心
灵状态对待。大乐才会产生大美，大美是与世俗
美有区别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德将为
汝美”（《道德经》）。德又是通过化育来实现，
化的至极理想便是“理于己一”，这里的尺度便
是“理”。由此而分析作用之对象，即物之可分
析而灿然有系统者，亦皆谓之理。

“应会感神，神超理得。神本武断，栖形感
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宗炳在

《画山水序》中的这段对“神”与“理”的感悟
启示了在不失物之常理的情态之下，用“诚”的
心灵状态即创造主体的主观精神来创造和表现出
其充满生气、生意，具备活泼之质的艺术。而

“诚”的这种心灵状态所要体现的主观精神便是
“真”。或者说“诚”即是“真”，但“真”不是
“似”。“真”与“似”之间有严格的区分，荆浩

在 《笔记法》 中写道：“似者，得其形遗其气；
真者，气质俱盛。”“似”在这里只是表面的相
像，没有内在的生命，而“真”却包含了事物内
在的生命与本质。哲学上的“真”，也可以说

“造理入妙”的津梁便是“意”。“意”在道家既
是一种主观心智的意向性，又是一种准超验的客
观境界 （象、境） 的叠合，所以它的重要性在
于，“意”是感性个体通达绝对的道性的途径，
是个体有限性进入超个体的无限性的津梁。这
个途径又是通过“悟”来达到的，中国艺术除
了是把握被表现对象由外而内的一种单方面精
神要求以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建立在中国传统
哲学基础上的一种内在主观精神体验。即人的
价值，人的心灵及修养与世界万象浑然一体而
到达“真”的境界。在求“真”的过程中，有
意识性的绘画理念就成为了创造主体及整个中
国画的内在根源。

而董逌 《广川画跋》 谓：“观物者莫先穷
理，理有在者，可以尽察，不必求于形似之间
也。”即对于中国画家来说，就是要了解物之常
理并把自己同遍布于自然中的精神活力及其生命
运动一致起来，并能自觉地把握运用，不把反映
可见之物的外形作为目的，而是从对可见之物存
在的外在认识到心灵的感知而达到尽兴。情与
景、物与我的相互交融靠完全的主观意识并不能
达到，即在画面图式上、具体笔墨的表现上必须
遵循“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抓住其
中内在的本质与规律才能实现“可谓得其情而尽
其兴矣”，于是中国画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化静为
动，传实为虚，一切无不有生气荡乎其间，一切
死物僵态均与艺术绝缘，从而实现真正的“坐
忘”与“物化”的终极理想。

而实现这一终极理想的具体途径，是创造主
体对自然万物规律性的把握及对符号载体在表现
时，有意识的、主观性的总结，对事物外在形态

的描摹的目的，是追求表现超出形象之外事物的精
神状态或内在特质，它既源自对象自身的丰富性，
又依赖于主体的心灵境界，并依靠两者的充分交融
而得以生成。是由感物、应心直到传达创作全过程
完成后所达到的审美境界。在山水画的创作中，首
先是画家通过饱游跃看、现场写生等手段，在大自
然中积累了丰富的印象和感受并且与自我之心灵达
到和谐统一，即吾人所谓“蒙养”。由此而产生了
创作上的冲动，于是对所得的印象和感受在头脑中
加以去粗取精、剔伪存真的艺术概括和提炼。整个
创作的过程，既是对审美客体的本质美的把握与发
掘，也是创造本体思想感情和创作心态的显示和升
华，而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收到的效果是“情缘景而
发，景以情而活”，并借助富有感情色彩的、有意
识性的艺术语言，笔触的气势节奏，水墨的滋润酣
畅，物象的俯仰开合，时空的虚实动静等，予以生
动而充分的表现，结构出形与神、情与理、物与我
高度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使观者感受到无论是作
品中的艺术形象及构成这些形象表现因素的外在形
式，还是创造主体所表达的内在精神，无不充满了
勃郁的生机和盎然的诗意。

所以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在其《写山水诀》中
强调画家“皮袋内置描笔”随处写生，了解万物生
长及姿态的规律。例如画树时要注意树之大小、偃
仰、向背、浓淡、繁疏等关系。要求笔墨具体形态
不能完全脱离造型并要符合物之常理，而“作画只
是个理字最紧要”的“理”，除了要符合物之常理
之外，关键在于描绘对象时对笔墨具体形态进行总
结，对被表现物象的内在精神的把握并遵循在精神
领域已具备的独立审美意味，“夫象物必在于形
似，形似需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
用笔”（唐张彦远语）。故中国山水画中出现的规定
性的笔法、墨法、皴法等笔墨具体表现手段其实是
一种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精神状态与大千世界物象
生成规律的一种统一。

笔墨的精神性与具体形态是不断演化、不断
扩大、不断积淀的，在每个具体笔墨形态之上都
有其精神性作为主导和本源。依附于造型是笔墨
具体形态出现的根本，服务于造型是笔墨具体形
态的本源。超越造型、构造自我的图式才是根本
目的。

这表明中国画笔墨的精神性表现与万物形态的
具体表现并不冲突而是在有意识的绘画理念指引
下，努力追求统一、同一。所以从荆浩到黄公望再
到石涛及黄宾虹直至李可染等历代大师，无不是在
对自然万象的深入了解及对其规律性的把握总结
后，以主观意识为先导，生成符合传统精神及审美
情趣的独特笔墨形态，循着“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的绘画基本原则推进发展。

所以说中国绘画的生成环境与特性决定了中国
绘画在笔墨具体形态作为精神符号载体的同时，因
创造主体的不同而产生千变万化的外在形式。因
此，中国绘画中强调一种精神性的品评标准，或者
说精神性的、有意识性的绘画理念是中国画笔墨具
体形态出现的内在根源与发展方向。

有意识性的绘画理念
——谈中国画笔墨表现的内在根源与发展方向

王乘

《云起万峰林》 125cm×240cm 中国画 王乘 作

王乘，回族，199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
画山水专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7月毕业于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中国山水画研究方向并获文学硕士
学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艺术培训中心主
任，中国人民大学画院副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

副秘书长，中国画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北京美
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李可染画院研究
员，荣宝斋画院、新疆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有
《王乘山水画作品选》《王乘写生作品集》《二十一世
纪极具影响力画家个案研究——王乘》《王乘写意山
水画集》《林泉高致——王乘卷》等个人作品集。

《春山吐云》 中国画 王乘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