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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书军、梁文博、赵英水合作的《春染仙山》

笔底墨韵 惊奇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绘画形式，中国画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形式之一。千

余年来，它不仅形成了以“笔墨”为核心的具体形态，还传承着中国的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为进一

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本清源，“问诊”当下中国画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误区，以期创作出结合时代

精神、熔铸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新年到来之际，本刊特邀山东省中国画名家刘书军、梁文博、赵英水

围绕“中国画的笔墨精神”这一主题展开研讨，纵论中国画笔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梁文博：要 明 白 中 国 画 的 笔 墨 是 什

么，笔墨精神包括哪些层面，首先要弄清

楚它的生发机制，而这恰与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修养，

“质”是本性，礼节是在“衣食足”之后的追

求，反之，有了文化的支撑，仍要关注人

本、人性。比如，当人们学会了担水、烧

饭，再去建屋而居，你会发现，他们择居的

方位，一定是与某个地域的风情、地貌甚

至风向都有直接关系，要么傍山近水，要

么有沃野良田。世世代代，人们按照这样

的习惯沿袭传承，不仅个体的生存得以维

系，还形成了一个群族的相似属性。在这

个基础上，以礼教之、以文化之，就产生了

我们所说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说到底，是

农耕文化。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曾

表述过一个观点：“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

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

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

运的三大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中

国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秩序，还进一步

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在“15 英寸等

雨线”以里，农业茂盛、生产稳定，与塞外

的游牧生活以及西方的大航海文化有着

截然不同的地缘特色。在这片土地上，长

久以来，人们论男女、分长幼、讲秩序、求

和合，按照祖祖辈辈约定俗成的礼法行

事，因而，这里所产生的哲学、美学、文学、

艺术等，都体现着这种独特的人文属性。

中国文化的成因有着“集体无意识”

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又无不观照个体。就

拿绘画来说，画家本于内心，形成了色彩、

造 型 ，反 过 来 ，又 以 艺 术 的 品 质 陶 冶 性

情。如国画大师潘天寿所言：“音乐为养

耳，绘画为养眼，二者加之则养心、养性

情。”同时，像我们的文学、戏剧甚至饮食、

八卦等文化品类，始终都以“化人”为目

的，从而提升人们的眼光、品位与格调。

在“大文化”的基础上谈笔墨，笔墨便

有了根基。比如，有些中国画看上去像是

外国人在宣纸上的“涂鸦”，实为创作者不

懂用笔。书论、画论中有云：“以书法透入

于画，而画无不妙”“作画而不通书道，则其

画无骨”。书写性是中国画笔墨最突出的

特征，它讲求骨法、气韵、取势，这显然与传

统文化不无联系。再具体到山水、花鸟、人

物画，花鸟讲情趣、墨趣、意趣，山水画讲意

境，人物画讲求形神兼备，归根结底，它们

追求的是品位与格调，这又和文化性格息

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画的笔墨

看似是“雕虫小技”，又和一个人的天赋、功

夫、品德紧密关联，没有天分画不了，不下

功夫画不好，德行不高又失了品位。

记者：纵观历代画论，无论是恽南田“有笔有墨谓之画”的表述，还是郑午昌

关于元季诸家“于笔墨上求神趣”的论断，均把“笔墨”概括为中国画的核心要

素，认为若无笔墨则失去了民族色彩与个性追求。那么，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

理解中国画的笔墨精神？

在大文化视阈下审视“笔墨精神”

梁文博：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

非常多的“门道”。我们常说武术、算术、

美术等，这些依赖于技艺、手段；我们又常

说算法、画法、理法等，“法”是另一种带有

理性的规律总结，两者相加再综合人们日

常的观念、情感、认知，便形成了饮食文

化、建筑文化、茶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分支。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绘画尤其是就中

记者：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离不开滋生它的土壤，那么，在中国特定的

文化、历史、地缘的语境下，具体到中国画的“笔墨”，它包含了哪些层面？

中国画的笔墨是技与道的统一

赵英水：在 我 看 来 ，中 国 画 的

“笔墨”是一种对物象的内在的、加

上合理情感的表述。在那些有分量

的作品中，画家的生命际遇、生活情

境、个人性情等都附着在了用笔、用

墨、造型构图中，达到了良好的艺术

效果。

像徐渭的《葡萄图》，画的藤条

纷披错落，看似信笔挥洒，然而，用

笔又有如草书飞动、淋漓恣纵，造就

了动人的气势和葡萄晶莹欲滴的效

果。他还自题道：“半生落魄已成

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

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的一

生饱尝辛酸，他曾是闽浙总督胡宗

宪的幕僚，其间，参加乡试八考八

落，后来，严嵩父子倒台，胡宗宪作

为严氏门生遭受牵连，徐渭以为自

己不能幸免，惧祸而狂，多次自杀失

败 ，后 又 因 为 误 杀 继 妻 而 下 狱 7

年。出狱后的他已经 50 余岁，由于

深知世态人情，对世事早已心灰意

冷。他将一生落魄、抱负难酬的内

心情怀宣泄于笔墨之中，也正是这

种“落魄人间”的生命浩叹为中国画

艺苑增添了瑰丽。

中国画的“笔墨”不仅包蕴了中

国文化的筋骨、气度，也熔炼并反映

着中国文人们的个性，他们从传统

继承而来，又形成了自己对“笔墨”

的独到见解，无论提倡“笔墨未到气

已吞”也好，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

似之间”也罢，都是艺术家结合自身

的性情、气魄、领悟，对笔墨精神的

一种全新阐发，从而，也推动了作为

技巧的“笔墨”的尝试与探索。

笔墨应在中西冲突中“复古建制”
记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少中国画家试图通过

中西绘画的融合来寻求创新和突破，这是否会对中国画的笔

墨精神有所影响？

赵英水：提到中西方绘画的问

题，仿佛是个难以说清的“官司”。

20 世纪以来，像徐悲鸿、林风眠等

主张中西融合之路，打破传统文人

画中的一些桎梏，吸纳西方现代美

术的形质。而像潘天寿等画家，则

主张中国画立足于民族本位，中、

西方绘画要拉开距离。整个 20 世

纪的中国画发展，似乎是在不同观

念的论争中走过。

关于中西方绘画的问题，应从

源流上看。西画东渐后，西画以强

势地位进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 50

年代后，苏联现实主义绘画传入中

国，国内的艺术创作、艺术教育均

受到西式模式的影响，在这种体系

下，中国画的“笔墨”内涵自然有所

损伤。

就像山西人、山东人、广东人

有不同的语言、习俗一样，地域的

差 异 尚 且 难 以 调 和 ，文 化 的 冲 突

自 然 更 难 捏 合 。 所 以 ，我 更 倾 向

于 潘 天 寿 的 观 点 ，中 国 画 笔 墨 的

发 展 ，起 码 是 在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继

承 ，我 个 人 的 总 结 是“ 复 古 建 制 、

注重内省”。

刘书军：中国从唐代以后就开

始吸收外来文化，就中国画来说，

从西方绘画中汲取一些东西是必

然现象。换个角度来说，正因为有

了西方文化的滋养，中国画才有了

更大的进步。中西方绘画，一个讲

究散点透视、重表现，一个讲究焦

点透视、重再现，在本质上难以同

构，但二者的相互影响自中西方文

化交流以来就已经产生。

在中国画领域，西方解剖学、构

成学等原理引入后，具体到笔墨创造

中，造型变得更准确；综合、分析等科

学方法传入以后，创作观念变得更理

性了。艺术家越来越注意以浓、淡、

干、湿来分析笔墨变化，越来越注重

“点线面”“黑白灰”的关系，不但没有

削弱传统笔墨的核心意义，反而提升

了中国画的格调，也使作为技法的

笔墨元素有了进一步发展。所以，

中西绘画寻求融合并不可怕，关键

是杜绝基本创作理念上的误区。

中国式学艺求“渐变”忌事功
记者：现阶段，一些画家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盲目跟随市

场，使“笔墨”沦为市场的附庸。您认为该如何守住中国画的

笔墨精神？

梁文博：中 国 画 的“ 笔 墨 ”目

的 在 于 传 神 写 意 ，而 在 现 在 的 一

些创作中，“神”和“意”恰恰被忽

视 了 ，绘 画 中 通 过“ 目 识 心 记 ”与

自 然 交 感 的 传 统 被 忽 略 了 ，在 大

量“画照片”“画标本”的做法下，

一 些 中 国 画 创 作 不 见“ 笔 ”，不 见

“墨”，更别说神韵了。就 拿 第 十

二 届 全 国 美 展 来 说 ，一 些 作 品 存

在 制 作 的 现 象 ，缺 乏 真 诚 的 态 度

和独立的精神。

艺 术 做 了 市 场 的 附 庸 ，与 现

行 的 行 业 气 候 、教 育 制 度 和 社 会

风气有直接关系。在现实因素的

影 响 下 ，如 何 守 住 中 国 画 的 笔 墨

精神，我认为还应向传统学法“投

石问路”。

中 国 文 化 讲 究 变 通 ，从 唐 到

宋 ，从 宋 代 到 元 明 ，中 国 文 学 艺

术 的 发 展 是 个“ 渐 变 ”的 过 程 。

中 国 人 的 学 习 与 学 法 ，也 是 这 样

的 一 个 历 程 。 我 们 读 书 讲 究

“ 背 ”、绘 画 讲 究“ 临 ”、学 戏 讲 究

“ 默 ”，所 谓“ 读 万 卷 书 ”，就 是 把

别 人 的 东 西 先 收 录 起 来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变 通 ，形 成 自 己 的 学 问 或

手 艺 。“ 笔 墨 ”作 为 中 国 艺 术 中 一

个 小 的 结 构 现 象 ，它 依 靠 画 家 感

于 外 物 、发 于 内 心 产 生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借 助 抽 象 的 元 素 ，组 合 成

山 水 等 形 象 。 当 艺 术 家 有 了 这

个 基 本 素 质 ，再 不 断 地 师 法 造

化 、广 采 博 取 ，从 而 形 成 自 己 的

个性风格。

而今，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重

要的环节被省略，变成了直接向政

治、向市场“讨彩头”，丧失了作品

应有的审美内涵和批判精神，甚至

格调庸俗的画作比比皆是。

归根结底，“笔墨”的问题还是

环境与人的问题。文化人的精神

失范和文化的糜烂都是危险的，晚

明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

生的例证。

常会学 孙丛丛 孟娟 策划/记录整理

—山东中国画名家论剑“中国画的笔墨精神”























国画而言，“笔墨”不仅指笔、墨、宣

纸、颜料等中国画材料，亦不是纯技

艺层面的浓淡干湿变化，疏密虚实

处理，皴法和积墨、破墨、泼墨的运

用。步入佳境的创作讲求“游心”

“内运”“意境”“天成”等诸多元素，

需具备天地人和的条件，这中间承

载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所

以，在中国画的“笔墨”元素中，还有

对“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体

现着中国人独立的审美取向。

所谓“画虽一技，其中有道”，一

笔一墨融会的是人的生命意识、个

性品格和独立境界。

在元明时期，曾流行过“摹古

风”，赵孟頫曾评论说：“宋人画人

物不及唐人远甚，子刻意学唐人，

殆欲尽去宋人笔墨。”他主张复兴

唐画的“率简”和笔墨形式上的古

意。但从历史来看，元明两朝都有

“复古”的理念，却也呈现了不同的

形态：元代文人以画寄兴，表达对

蒙 古 召 举 制 度 的 不 满 ；而 有 明 一

代，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更多地

呈现了风雅、逸致的士人心态。所

以，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在每个

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样貌，“笔墨”

亦遵循同样的道理。“复古”是对传

统的敬畏和学习，“建制”则指笔墨

的时代属性，强调通过对中国文化

和东方神韵的体验，建立一套适合

当下的体系。

理清了这个脉络，再来看东西

方绘画的问题，其实，拉开距离并

非是对中西融合的排斥，而是对笔

墨、笔墨精神这一中国画内核的进

一步梳理，在正本清源，认清“根”

在哪里的情况下，正确看待西方绘

画的技法、技巧、理念，从而提升中

国画的高度。

艺术家研讨“中国画的笔墨精神”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