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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作为中华文明根脉体系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参天大树的“花朵”，蕴含着
丰富的中华人文特质与审美意涵，其当代
传承转化与创新发展，理应根植于中华文
明五千年的历史土壤，自觉融入中华文明
历史和艺术文化探源历程，在总结归纳其
发展逻辑、本质特征基础上，发掘、提炼和
赓续中国画作为独特精神文化标识的艺术
审美力量，赋能新时代美好生活与文化强
国建设。

一、在中华文明探源中把握中国画的
发展逻辑

人类文明发展史一定内蕴于历史的真
实中，随着时间、空间的变换，人们的认识
和解读也在不断变化、不断深入，呈现出多
样性和纷繁复杂的面貌。客观而言，寓于
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中华文
明，同样也寓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阔大场景
中。由此，在应时处变中不断积淀、升华的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镌刻着中华民族深
沉的精神追求，其发展轨迹中沉积着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涯无边际的独特精神标
识。作为这种独特精神标识的重要文化艺
术形态，中国画从一诞生起，就打下了中华
传统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烙印，蕴含着丰
厚的艺术精神滋养，承续着中华文明的智
慧结晶和艺术审美精华。因此，当下探讨
中国画创新之道，必须坚持在中华文明探
源的过程中，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的原则、
艺术的准则梳理中国画生长的辙痕与发展
逻辑，从历史的本源中寻求中国画发展的
规律，坚守文化根脉、艺术基因，坚持古今
贯通、守正创新，探究并发挥其独有的美学
思想源流及审美力量。

从逻辑缘起看，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的发端似乎都可归宗于古早时期的艺术萌
芽，虽然原始社会时期的中西绘画都源于
生活、来自实用，但中国绘画在长期的产生
和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迥异于西方绘画
的典型风貌及特征，根本上是由于中华民
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客观
规律的理解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从逻辑
展开看，中国画的发展一直恪守中华哲学
思想和传统文化体系框架，儒道释学说及
其思想渊源对中国画的影响根深蒂固，中
国画以特殊的审美图式展现人们对现实世
界和自然世界的思考，同时融入中华哲学
与艺术文化发展框架中，无论传统审美模
式的形成、审美趣味的演变还是审美理想
的建树等等，都是中国画呈现道、志、意、德
等传统哲学观念及中华美学思想载体的重
要例证。从逻辑旨归看，中国画紧紧围绕
人与自然这对关系范畴，以人的精神领域
和自然生命法则为核心，历来突出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注重穷神变、测幽微，探求化
虚实、辨形神，重视崇德尚艺、修身养性，强
调艺术审美成教化、助人伦等作用，营建了
中国传统绘画造化自得、含道映物、澄怀味
象的独特艺境。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中
国传统绘画客观上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群体
文化心理，同时也滋养着民族精神，凝聚着
人们的生命情感，成为寄托中华民族深沉
哲学思考的精神文化与艺术审美标识。

二、在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中厘清中国
画的品格定位

应当看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和艺术发展话语体系中，我们对中国
传统绘画的认知与理解观念纷呈、创见颇
多，然而也时常含糊不清、充满歧义。“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画置身中西文化
交流与碰撞的激流中，在国粹化、改良化、
调和化乃至全盘西化等多重争论中自我革
新，步履维艰、蹒跚前行。尤其是进入新世
纪，全球科技变革视域下的数字技术、移动
互联网、虚拟现实及人工智能新兴技术迅
速崛起，全面介入社会建设和人们日常生
活，对全球文明文化发展包括中国画的创
作及传播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在此
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在当代文化传承创新
体系中，反思和探讨中国画本身具有哪些
文化特质，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征、功能和
品格。

其一，从艺术及其社会关系的维度看，
中国画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十分注重其艺术
审美的社会功能，更强调会意、表意、写意，
而不是单纯强调程式与形式。如果把延绵
不断的中华文化看作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
大树，中国画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体系中绚丽绽放的“花朵”。那么，这
些“花朵”的实质就是中华美学精神最为生
动的文化表意，反映了中华文明根脉体系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艺以载道”。
其二，从艺术及其创作本体的维度看，中国
画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注重形神与气韵，讲
求以生命体悟、文化感悟的精神贯穿艺术
创作及赏析始终。“创作者以立意、传神、韵
味、吸引、生动作为最高标准；而欣赏者要
得意、会心、体悟、回味无穷”（楼宇烈先生
语），因而中国画的创作及传播，附着于更
广义的文化层面和精神范畴，其艺术范式
具有一种启迪心灵的精神标识及内涵特
质。其三，从艺术及其风格品格的维度看，
中国画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
壤，呈现的是历经中华文明塑造的独树一
帜的人文精神和艺术品格。历朝历代，中
国画创作不仅是文人雅士们的文化行为，
也寄寓着当时人们对现实世界之外“第二
自然时空”的人文扩展与精神联想，是人们
明志抒怀、谈性怡情、滋养文心的重要手
段。由于深受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使得中国画的艺术观念和美学风格以“志
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根据和前
提，一方面内蕴着中华文明的诗性智慧，以
诗品、画品、人品的高洁恪守中华艺术之本
真，以诗心、文心、慧心的纯净传递中华人
文之精神；另一方面具有非凡的超越品格，

即对生命自然的超越、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对
描绘对象的超越、对图式符号的超越，映射的
是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审美格调，同
时也反映着中华民族“超越自我、知行合一”的
审美理想与心路历程。

三、在文明时空坐标中构建中国画学科及
传播体系

在历史的长河中，艺术创作与艺术传播体
系都是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中国画也不例
外。在世界文明时空坐标和中华文明发展的
宏大视域中，考察中国画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应当逐步完成从了解碎片化的画迹到全面梳
理系统性的画史文化根源、演进格局及艺术审
美生产趋向的转换。因而，我们讨论当代中国
画创作及传播话语体系，必须基于整个文明时
空坐标中艺术发展方位，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
进程，找寻中西、古今艺术创造的各自特质和
时空差异，把中国画的人文精神内核和艺术审
美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让新的中国画创
作赓续传统又不失创见，所谓“汲古纳新、返本
拓新”，以构建不断完善的中国画创作及传播
体系传承弘扬新时代中华美学精神，丰富当代
艺术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适应社会文化建设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一方面，要着眼于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和赓
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加强中国画学科
话语及创作体系构建。从中华民族历史演进
实践看，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蕴藏并夯实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文化传承创新在当下国家治理
体系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自信成果，有
力保障支撑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画为心
迹、诗赋心声，中国画以其独有的存在形态发
挥着崇敬自然、追问生命、寄托精神、审美向
善等功能，将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与形而上的
生命精神世界有机连接起来，对山水、花鸟、
人物等对象赋予审美构型，深化了中华美学
领域的艺术品格和精神慰藉的意义。说到
底，中国画作为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品格最为
典型的艺术载体，已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繁荣
的重要表征，当下更应如此。因此，必须进一
步推进中国画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积极探索
哲学学科门类下的美学学科、艺术学学科门
类下的美术学学科与民族文化学、传播学等
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适时推
动设立“中国画学”交叉学科方向，在中国画
史论、创作规律、文化传播途径等领域展开学
术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另一方面，要站在人类文明互鉴的立场，
加强中国画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画是一
种具象的文化标识和艺术产品，其中所蕴含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具有中华文化区别于
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能够让受众生动地了
解中华文化的根与魂，理解中华文明特有的
审美意涵和文化品格。因此，要做好中国画
对外传播“谋篇”与“布局”的顶层设计，探索
实施新时代中国画对外传播工程，更清晰地
概括和传递中国画的传统文脉、精神内涵、文
化价值和审美力量，把讲好中国画故事、切实
提升中国画的国内外传播效能，作为扩大中
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展示中华文明独特
魅力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公管学院
院长、教授，国家级人才计划哲学社科领军人
才入选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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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培贵，1968年 9月出生，福建
人，文学 （书法） 博士，师从欧阳中
石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
中央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常务
副院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
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副主席，北京书法家协会主
席。曾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
研究院院长。2003年入选北京市委宣
传部“文艺人才百人工程”，2005年
获评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2015年被
中宣部、中国文联和人事部授予“第
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
者”荣誉称号。

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
创作等方面均有突出业绩。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方面，担任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期间，使该
学科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国家重点
培育学科，并建立了我国大学第一家
书法文化博物馆；培养了100多名博
士、硕士研究生，多人次获得中国书
法兰亭奖和全国书法篆刻展最高奖，
多人成为高校书法学科负责人或骨干
教师。2014年 《书法练习指导》（副
主编）入选教育部指定教材，2015年
受中国书法家协会委托主编 《翰墨薪
传——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项
目》 一套9册指导用书。理论研究方
面，主持新闻出版重大科技工程项目

“中华字库”第 10 包，出版 （含合
著、主编）《学书引论》、《米颠痴
顽》、《中国的书法》 等 10 多种，发
表论文 70 多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合
著 《书法与中国文化》，北京市人民
政府）、三个一百原创图书 （2008
年，合著 《中国书法艺术》，原国家
新闻出版总署）、高等教育优秀教材
（2008 年，合著 《新编书法教程》，
教育部）、北京市精品教材 （2007
年，独著 《行书教程》，北京市教
委）、中国书法兰亭奖出版奖 （2012
年 ， 担 任 副 主 编 的 《书 法 博 士 文
库》，中国文联和中国书协）等奖励。

书法创作有较高水平和影响力。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
院长范迪安 （时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在中国美术馆策划出版的 《中国美术
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叶
培贵》 的序言中说：“叶培贵始终保
持着‘不离古、不泥古’的理性学术
态度。其书法荡逸着一股‘浩然之
气’，这种气息是传统文化培植、熏
染的结果……细观其书作，能发现他
对结构的处理颇有深入的研究，能表
现出他独有的匠心，并能贯注妍润娴
雅的气韵。”

作品多次参加中国书法兰亭奖作
品展、全国书法篆刻展，被中国美术
馆、国家博物馆等收藏。自 2005 年
起，长期参与担任中国美术馆当代书
法名家提名展提名委员、中国书法兰
亭奖评委、全国书法篆刻展评委等。
2018 年至 2021 年参与中国书法家协
会“现状与理想暨乌海论坛”、“源
流·时代暨绍兴论坛”和“中国力量
——全国扶贫书法大展”“伟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书法大
展”等活动的学术策划和组织工作。
第一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出版政
府奖图书奖评委。

为文脉永续大运河书法展颂书 叶培贵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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