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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画艺术的审美特征分析

◎邱育坚
摘要：作为世界绘画艺术的组成部分，国画具有重要的民族艺术代表意义。因此，接下来本文将以促进国画创作为目的，

从笔墨、写意及综合出发，系统论述国画审美特征，并提出具有艺术实践性和理论思辩性的参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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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国画是民族绘

画的主要代表。由书法和绘画构成的国画

与中药、京剧并称“三大国粹”。因为国

画具有独特的民族审美特征，因此它能够

成为世界绘画艺术之林的瑰宝。本文将从

国画审美特征出发，为国画的繁荣和发展

提供建议。

一、笔墨是国画审美特征之一

国画又称为水墨画，它是由特制的毛

笔、墨汁、颜料所绘制而成的。因此，在

国画技法和理论研究中，笔墨成为其中必

不可少的术语，并逐渐成为了国画的重要

审美特征。

画者在笔画运转和艺术经营所展现

出来的神态、功力、风格等内容被称为“笔

意”，	因此“笔意”是笔的产物。比如，

苏轼曾在诗中写到：“苟能通其意，常

谓不学可。”而这里的	“意”便是画面

中的“笔意”。

“笔意”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作画的

毛笔。这种毛笔能够轻易勾勒出不同粗细

程度的线条，并在线条的转折、浓淡、轻

重等变化中绘制画面，表现独特物象形体

和物象质感。因此，在国画创作过程中，

毛笔是一个具有特殊功效的绘画工具。

在国画绘制过程中，墨所创造的绘画

意境被称为	“墨意”。	“以墨代色”即为“墨

色”，墨色分为“焦、浓、重、淡、轻”

五种。墨色是通过泼、积、烘等笔墨手法，

使墨汁在画面上呈现出有层次的颜色。墨

的“五色”是使画面能够呈现出物象特征

和空间层次感的重要因素。比如说，在绘

制牡丹时，画师以不同浓淡的墨色来勾勒

牡丹的形象，以墨色来表现牡丹的红色。

再比如说，绘制荷叶时，这五种墨色也能

够使绿色的荷叶呈现出层次感和空间感。

“泼墨法”是许多国画画家所常用的绘画

方法，这一方法能够使墨的色度更加多样，

达到以浓破淡、以淡破浓、以湿破干的效

果。除此之外，还可以使毛笔直接蘸取墨

汁进行创作，任由墨汁在画纸上晕染出物

象的大体形态，然后画家再进行进一步勾

勒和点染，使画面的形象更加清晰，创造

出与众不同，却又饱含心意的画作。

可以说，国画的两大支柱便是笔、墨，

通过毛笔与墨汁的使用，将“笔意”与“墨

意”实现有机结合，从而在绘画创作的过

程中，创造出优秀的国画作品，撑起国画

的艺术天空。

二、写意也是国画审美特征之一

余秋雨教授认为：在古代美学中，写

意是一个重要命题。比如说，在戏曲表演

过程中，通过动作的设置和布景的设计来

打破时空界限，将意象和艺术韵律表现在

戏曲表演之中。而彭吉祥先生则是从中西

文化来比较、分析中西美学之间的差异，

他认为与西方美学注重物象真实感不同，

艺术和伦理价值才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

心。简单来说，中国美学注重写意而西方

美学注重写实。

	“写意”俗称“粗笔”，起源于国画。

与工笔相反，写意更加放纵，只需要用笔

墨简练地画出物象，表达画者感情倾向即

可。但是随着国画的不断发展，“写意”

的内涵不断扩展，不再单纯的指“写意画”，

而是将包括工笔画、写意画等多种绘画方

式进行写意方向的改造。

写意画是国画的主要审美特征，它与

西方写实主义所强调的“焦点透视法”相

反，更注重“散点透视法”的使用，通过

采用移动远近的方法，来开阔作画者的视

野，使物象随意列置，摆脱时空束缚。如

此一来，画面的构图就变得更加灵活多样。

全景式、分段式和分成式，这是国画的主

要空间营造方法。比如说《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就采用了全景式的空间构造方法。

张择端在绘制清明上河图的过程中，通过

采用散点透视和全景构图的方法，绘制出

汴京两岸十里繁华的完整画面。

三、结语

国画具有极强的综合之美，它能够将

诗、书、印、画这四大要素进行充分结合，

使诗歌、书法、绘画、篆刻相互补充、相

互辉映，从而打造出国画独有的综合魅力。

因此，我国许多著名的画家同时也是书法

家、篆刻家。将诗歌融入到绘画作品之中，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比如，著名画家郑

板桥在创作《墨竹图》这幅画的过程中，

便将诗歌加入到其中，使诗歌和绘画相互

呼应，将自身的气节和品格充分地展现出

来。一句“不过数片叶，满纸俱是节。”

竹的气节和画家的品质便在画卷上实现了

深度融合。

总而言之，具有笔墨、写意、综合这

三大审美特征的国画，在千百年的发展过

程中逐渐构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在世界

绘画艺术体系中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文

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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