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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画创作中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的运用分析

◎杨曜玮
摘要：在我国传统国画创作环节中，经常可以看见较为典型的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各式各样的传统笔墨文化元素所组

成的全新绘画形式以及构图形式已经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特征，在国画作品之中融入各式各样的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可

以进一步增强国画艺术作品的感染力，逐步丰富国画作品之中的文化底蕴以及相关历史内涵。传统笔墨文化元素是一种较

为重要的文学元素之一，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不仅仅可以应用于国画创作环节中，也可以应用于更加广泛的艺术创作领域之中。

因此，笔者将在以下内容中，结合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的实际内涵，细致分析国画创作与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相互融合与发展

的主要对策，深入阐述国画作品之中的艺术元素。

关键词：国画　创作　传统笔墨文化元素　运用方法

在正式开展国画创作之前，相关艺

术创作者需要将传统笔墨文化元素进行合

理研究，将各式各样的笔墨文化元素直接

引入到国画创作环节之中，或者是将传统

笔墨文化元素进行整体优化之后，选择一

部分较为特殊的文化元素融入国画作品之

中。在国画创作环节之中，相关艺术创作

者需要从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之中汲取艺术

创作的灵感。这就要求艺术创造者充分了

解中国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的主要理念以及

相关元素内涵，将传统笔墨文化元素进行

整体优化与改进之后，适当汲取其中的有

益元素，融入国画艺术作品之中。

一、中国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具体概念分析

传统笔墨文化元素是我国国画创作

环节之中应用频率较高的艺术创作元素之

一，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凸显了国画创作的实质与内涵。由于传统

中国画与传统的现代艺术作品相比具有较

为明显的差距，中国绘画作品与世界其他

国家的艺术作品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

的不同之处。因此，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在

直接引入到国画创作环节的过程中，也凸

显出了国画艺术作品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不仅仅指的是运用毛笔

和墨水进行简单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强调

艺术创作者的主要创作灵感以及创作风

格。不同的国画作品，存在着不同的创作

风格以及创作形式，不同的艺术创作者所

需表达的内心情感有所不同。因此，所表

现在艺术作品之中的具体内容也会存在细

节差异。毛笔和墨水相互结合，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笔墨文化，但是笔墨文化也不仅

仅指的是毛笔与墨水的单一结合，中国国

画创作环节之中所强调的传统笔墨文化元

素，主要指的是毛笔与墨水在相互融合之

后，着重凸显出了国画创作的思想境界以

及情感内涵，这些思想境界以及情感内涵

不仅仅表现于国画艺术作品之中，更加表

现于作者的创作手法以及创作模式之中，

作者所要表达出来的自身情感以及主旨内

涵较为丰富，这也体现出了国画创作的至

高境界，即事物与人物情感的完美统一。

古往今来，我国绘画艺术创作形式一直都

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仅仅是绘画作品的表

达方式以及创作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更

重要的是绘画作品之中所凸显的人物情感

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艺术创作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

式，文化的具体形态以及文化的内涵主要

受到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这就

意味着，国画艺术作品以及其他各种类型

的绘画作品，均有可能会受到政治、经济

等因素的影响。

其次，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将传统笔

墨文化元素与国画创作的具体环节进行紧

密关联，不仅仅促成了传统笔墨文化元素

的深层次变革，更是逐步完善了国画创作

的具体环节，进一步凸显了国画艺术作品

所带给观众的艺术感染力以及震撼力。传

统笔墨文化元素与国画的创作之间存在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存在

于国画的创作环节之中，主要是由艺术创

作者创作相关的艺术作品以及国画作品，

并且将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引入其中。另一

方面，在国画的创作以及后续改进环节中，

均可以反过来促进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的深

层次变革。也正是由于不同艺术创作者主

要运用的传统笔墨文化元素有所不同，所

创作出来的国画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以及不同的类型，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也借

此得到了较好发展与改进。简单而言，传

统笔墨文化元素与中国国画创作之间是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

的国画艺术作品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与改进

之后，已经呈现出较为全面的发展态势，

国画艺术作品经过现代化的改进与重组之

后，相关的文化艺术内涵已经发生了较为

多样化的转变。国画作品将写意作为具体

的表现形式以及表现内容，通过此类独特

的艺术表现形式，便可以将传统笔墨文化

元素引入其中，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的完全

整合与深层次融合可以促进国画艺术作品

的推陈出新，也可以深度融合国画作品之

中的艺术形象以及作者情感。历年来，中

华民族将自身的情感表达与艺术创作进行

紧密对接，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表达作者

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或者是通过艺术创

作的形式表达作者当前的情绪与主旨思

想。中华民族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非常严

谨，主要可以体现于精神需求的实际表现

形式以及艺术的创作形式，在中国传统绘

画作品之中，经常可以见到不同种类以及

不同风格的艺术表现形式。形式各异的艺

术题材以及绘画题材均可以表现出作者内

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国画作品之中的写意

艺术较为独特，与传统的写实作品相比而

言，在国画之中，运用传统笔墨文化元素，

更加能够凸显出国画艺术的写意风格。这

就意味着，将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直接引入

到国画艺术作品之中，可以着重表现出作

者对于某一件事物的独特看法与认知，以

便在朦胧迷离的艺术创作风格之中，凸显

出作者遗世独立的思想情感，在如梦似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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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中，表现出作者独树一

帜的精神内涵。

一般情况下，传统笔墨元素主要可以

见于我国较为典型的书法艺术作品之中，

但是书法艺术作品之中的传统笔墨文化元

素表现形式相对单调，并不能够如同国画

艺术作品一般，将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的

具体形式以及文化内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与书法艺术作品表现形式相比而言，

传统国画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表

现模式丰富多彩，在艺术创作者细腻的笔

触之下，可以表现出事物独特的性质，以

及作者内心深处的独特情感。将书法之中

一笔一画的章法进行逐渐演变之后，便可

以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在

国画之中，点、线、面的相互融合与结合，

也可以体现出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的具体内

涵以及作者实质的艺术创作灵感。此类现

象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书法与传统国画艺术

作品之间的紧密融合，或者是理解为传统

笔墨文化元素在书法艺术作品以及绘画艺

术作品之中的展现形式。

二、传统笔墨文化元素应用于国画创作环

节的具体方法与途径分析

（一）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理念的运用

方法分析

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作品之中，随处

可见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理念的具体运用形

式。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理念主要指的是存

在于艺术创作者头脑之中的一种想法，或

者是固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并不能够直接

呈现于国画艺术作品之中，因此需要艺术

创作者在头脑之中，将相关的理念以及固

有价值观念进行灵活转换与融合之后，形

成独具特色的传统笔墨文化元素理念，随

后应用于国画创作的环节之中。将传统笔

墨文化元素引入到国风绘画作品之中，能

够逐步凸显国画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以及表

现力，并且能够赋予国画艺术作品较为典

型的灵魂以及高雅的情趣。笔墨文化元素

可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深层次

融合，并且将书法艺术作品之中的典型意

象直接提取出来，随后融合艺术创作者的

深刻理解与认知，便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

笔墨文化艺术作品。在国画艺术作品之中

融入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也可以逐步显现出

艺术创作者头脑之中的相关灵感，以及各

式各样的艺术创作理念。传统笔墨文化元

素在书法之中的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其表

现形式以及表现模式多种多样，这种表现

形式以及表现风格，可以随着艺术创作者

的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也可以随着艺术创

作者的创作方式，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

在国画创作环节之中，对各式各样的传统

笔墨文化元素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

进行合理运用与改进，便可以进一步突出

艺术创造者所要表达的各种创作灵感以及

创作意境，也能够直接抒发出艺术创作者

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以及独特情绪。在艺

术创作者表现自身创作灵感以及创作思维

的前提之下，合理将各式各样的传统笔墨

文化元素引入到国画创作环节之中，可以

进一步完善国画创作的具体流程，也可以

逐步彰显出国画创作的多样性特征，一部

分国画艺术作品之中的艺术创作灵感均来

自艺术创作者的头脑，思维也来自各式各

样的艺术创作理念，由于艺术创作者自身

便具有极强的艺术创造能力，因此便可以

将较为抽象的艺术创作理念以及相关文化

元素进行合理转换，形成独具特色或者是

较为具象的事物，随后通过巧妙灵活的创

作与调整，形成风格各异的国画艺术作品。

（二）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中“线”的

运用方法分析

在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画以及相关国画

创作作品之中，经常可见“线”的运用，

“线”属于国画创作作品之中较为常见的

基础类创作元素之一，在国画作品设计创

作过程中，运用“线”可以帮助艺术创作

者合理规范主要的创作范围，并且合理运

用多种线条，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意境，将

各式各样的艺术创作手法以及线条进行合

理转换与融合，可以帮助艺术创作者描绘

整个图画创作意境，进一步勾勒各式各样

的图画轮廓，进而完善国画作品之中的意

境表达形式。无论是在书法艺术作品之中，

抑或者是在国风绘画艺术作品之中，均可

以见到各式各样的线条。直线，或者是曲

线以及相关艺术线条均可以直接应用于艺

术作品的创作环节之中，书法艺术作品与

国画艺术作品在实际创作之中，存在着较

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线条运用方面也存

在着许多互通之处。线条构成了书法创作

作品之中的基本形态，也构成了国画作品

之中的基础载体，艺术创作者通过对线条

的灵活运用，来表达自身的思想观念以及

情感意向。在线条的创作以及线条调整环

节之中，艺术创作者调整线条的形状、浓

淡、长短以及粗细，合理选择不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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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以及线条表现形式，使得事物的

形象变得更加生动具体，更加凸显出国画

艺术创作的艺术感染力以及无限魅力。

（三）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中“留白”

的运用方法分析

国画艺术作品之中的留白，主要指的

是整个画面之中的空白区域。国画艺术作

品与一般的油画艺术作品或者是水彩艺术

作品相比，留白的面积较大。面积较大的

留白区域，可以合理引发观众的无限遐想，

即便是艺术创作者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

也需要合理控制空白区域的实际面积，较

小的空白区域相互堆叠，可以呈现出不同

的美感。面积较大的空白区域直接铺展，

也可以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留白区域对

于整个国画画面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这不仅仅是作者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

之一，也是作者自身思想观念以及艺术创

作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国画艺术作

品主要是通过留白的形式，进一步表现出

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面积较大的留白

区域或者是面积较小的留白区域，均可以

呈现出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艺术美感，

观众通过欣赏国画艺术作品之中的留白部

分以及空白区域，可以想象出作者当时的

具体创造情感，以及国画艺术作品之中所

表达的具体意象，观众也可以通过此种较

为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加深自身对于国

画艺术作品的理解与领悟，并且使得观众

可以更深地理解艺术创作者所想要表达的

内心情感以及思想价值观念。观众欣赏国

画作品之中的空白区域以及留白区域，可

以通过国画作品与艺术创作者进行心灵交

谈与沟通，艺术创作者通过留白的形式，

为观众提供了更加全面化的想象空间以及

多样化的想象形式，观众也可以借此通过

无限的遐想与艺术创作之间进行合理沟

通，并且合理揣摩艺术创作者内心深处的

复杂情感。艺术创作者在国画作品之中创

造出了多样化的精神世界，并且通过国画

艺术作品逐步搭建了与观众之间相互沟

通、互动的桥梁。艺术创作者通过形象的

表现手法，将自身的内心情感直接抒发出

来，并且通过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传递

给观众，在这一过程之中，便可以体现出

艺术创作者的具体创作能力以及艺术创作

水平，在观众深刻感悟与细致品味的过程

中，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国画艺术作品的感

染力与影响力。

（四）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中“点”的

运用方法分析

点与线的实际运用方法有所不同，在

国画艺术作品之中，点的运用更加全面，

相比于线的运用过程而言，点的运用更加

具备多样性的特征，艺术创作者将各式各

样，不同大小的点进行合理调整，便可以

由点形成线，再由线形成面。点与线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过程之中，

艺术创造者合理调整具体的创作手法以及

创作模式，通过调整点的大小，为观众带

来不同的观赏体验以及视觉体验。各式各

样的点直接引入到国画艺术作品之中，便

可以形成时而密集、时而舒展的艺术表现

形式。在国画艺术作品或者是书法艺术作

品之中均可以见到点的运用，一部分艺术

创作者将点进行合理调整，形成了带有“拖

尾”形状的点，随后引入到国画创作环节

中，在点与线相互融合之时，便可以形成

国画艺术作品独具一格的“神韵之美”。

三、结语

将传统笔墨文化元素 融入国画艺术作

品之中，不仅仅渗透出国画艺术作品的“章

华”之美，更是彰显出了书法艺术与国风

绘画艺术的完美融合，在笔墨之中显现出

艺术创作者独具一格的审美情操，在一笔

一画之间，洋溢着国风绘画艺术作品独有

的魅力。传统笔墨文化元素与国画的完美

交融，也正是国画艺术作品的改革途径

之一，二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共同形

成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典型特点，共同

创设出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作品的独特风

韵，以致现代版的国画艺术作品之中也带

有了传统的笔墨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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