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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画面意境。意境是中国绘画艺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美学中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国传

统绘画的审美意境不同于具象艺术或者抽象艺术。而是自成一派的意象艺术，其深刻的意境内涵传承了数千年，充分体现了中国

传统艺术的魅力。

【关键词】意境；神形兼备；情景交融

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种类，它的

艺术表现源远流长。无论是中国山水画，花鸟画，还是人物

画，都十分注重表现意境。

所谓意境，词典解释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的描写

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意境”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理论

中内涵深刻、居于核心地位的一个美学概念；是中国绘画艺术

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美学中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意境

是主观范畴的“意”与客观范畴的“境”两者相结合的一种艺

术境界，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识。中国传统绘I画讲究画面

意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 “景非独谓景物也，喜

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谓之境

界。”一幅画不仅仅是对事物的客观单纯描绘，还有画家投入

富有感染力的思想感情，使欣赏者在思想感情上通过感染得到

升华，心灵上通过联想产生共鸣，达到“写山则情满于山，画

水则意溢于水”的境界。

一，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美在于崇尚自然

儒家．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老

子在《道德经》中论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

一。”这些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代文人画家推崇

“任自然，返质朴”的老庄思想。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充溢着崇

尚和谐自然的精神。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的体现，不是单纯的描绘自然，而

是“心匠自得为高”。唐朝张璨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即指艺术家把对自然界景物的认识和感受与客观景物有机结合

起来。达到情境交融。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

“主观的生命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物交融互渗，成就的灵境是

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草木

山水，无不融人了画家对生活的理解与感受，对生活。对社会

的深邃洞察，从而营造}H独特的画中意境。

二、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美在于“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李可染先生说： “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是客观事物精萃的

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铸，经过高度艺术加工达到情景

交融，从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诗的境界。”宋代画家文同

说： “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北宋苏

轼曾评价王维曰： “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

中有诗”。潘天寿说： “诗和画是怎样的关系呢?依我看，

诗、画是同源的。是姐妹关系。因为它们所表现的都是客观事

物形象、体态的变化，以及美丽的色彩、韵致、情味等，它们

都是经过作者的思维．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而完成的。”郑板桥

的《竹石图》中题诗日：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画面上两三枝劲拔

的竹子，从石缝中挺然树立，坚韧不拔，郑板桥借竹抒发了自

己的洒脱和豁达，表达了勇敢面对现实，遇到挫折不屈服的品

格。因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中国传统绘画重要的审

美原则。

三，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美在于虚实相生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计白当黑”，强调留白，这不仅是一

种独特的颜色，同时也是一种虚，无的境界。虚实相生是中国

传统绘画意境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虚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

的，它以实景为载体，是实景的升华，能够体现出整个意境的

审美效果及艺术品位。禅家云：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真道出画中之白，即哂中之画，亦即画外

之画也。”清代画家竺重光说：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

境。”中国传统绘画中虚实相生的艺术样式，是意境美构成的

重要表现形式，用于中国传统绘画中，奇妙意境油然而出。

南宋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只画了漂浮于水面的一

叶扁舟和一个独坐船E垂钓的渔翁，四周除了寥寥数笔的微波

之外，几乎全为空白，泉氅怂这片空白表现出了烟波浩渺的江

水，给欣赏者极强的审间感和广阔的想象余地。

四、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美在于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中国传统绘画讲“气韵生动”，讲“形神兼备”。形神是

造型艺术美学的基本范畴。形即形似，是对客观事物外形的真

实描绘；神即神似．是透过客观事物对事物本质特征的理解与

把握。李可染先生说： “意境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

上人的思想感情与理想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意境的特

征，正是在这些互相制约，互相融合的统一体中体现出来

的。”《淮南子》中曾提出“重神轻形”的艺术思想。苏轼说

“论画求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嘲笑绘画只单纯的追求形

似。《历代名画记》中记： “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

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

离形去智。身同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

哉!所谓画之道也。”这就是中国传统绘画“以形写神”的原

则。

中国传统绘画是情景交融，超凡脱俗的艺术，是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境不仅表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魅力，

也体现了艺术家的聪明才智与独具匠心。中国传统绘域的审美

意境不同于具象艺术或者抽象艺术，而是自成一派的意象艺

术，其深刻的意境内涵传承了数千年，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艺

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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