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第二章、意象与表象 

——中国传统绘画 



 

课中问题 

•1、苏轼的艺术主张是什么？ 

•2、徐渭的艺术主张是什么？ 

•3、简要陈述石涛的艺术主张。 

•4、简要陈述齐白石的艺术主张。 

 

第二节、花鸟画 



 二、花鸟画 

•花鸟画在唐代形成单独的画科，虽晚于人物画，但它的出

现是比较早的，最早依附于装饰画中。早在公元前五千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花鸟画出现在彩陶的装饰纹上。从各地

出土的彩陶器皿上可以看到各种鱼、鸟、草木枝叶的图案

花纹。在出土的战国人物帛画上，花鸟画也作为陪衬出现。

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花鸟画最终独立成科，并不断

发展成熟。 



 1、工笔花鸟画 

•线是工笔花鸟画的主体构成之一，线的结构形成工笔花鸟

画的基本图示。同时它对色彩的运用妙超自然，但色彩的

运用要受线的制约。工笔花鸟画用线特点及对色彩的运用

决定了它具有装饰性。这三者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构

成了工笔花鸟画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时也体现了画家的艺

术追求和审美品位。 



 1、工笔花鸟画 

•中国的花鸟画在五代趋向成熟，而写实就是其成熟的标志之一，出

现了“徐黄异体”，开启了以徐熙和黄筌父子为代表的写意花鸟和工

笔花鸟两种不同画派。黄筌始创的勾线填彩，奠定了工笔花鸟画的

基础，具有开宗立派的历史意义。徐熙则以一介布衣，游戏笔墨，

将当时已经成熟的水墨山水画的技法融入花鸟画中，开创了“落墨

为格，杂彩副之”的“落墨法”花鸟画新风格，与黄筌的细笔重彩

形成两大流派。此后一千多年花鸟画历经起落盛衰，但绘画风格一

直在这两大流派的影响之下。 

 



 

黄筌花鸟画博采众长，注重写生，存世作品有《写生珍禽

图》，此图描绘了麻雀、斑鸠、蜡嘴、龟、蚱蜢、蝉、蜜

蜂、牵牛等二十多种动物，状态各异，虽然只是一副写生

作品，但却有严格不懈的构图关系所在。 

后世盛赞的“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是因为黄氏父子为西蜀

宫廷画家，作画气象富贵。而徐熙出身江南名族，一生以

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画风野逸。 



 



 

•旧传徐熙所画的《豆荚蜻蜓图》，就常

被看作是其野逸题材的代表。画中蜻蜓

造型丰满，背部与腹部的结构经墨色分

染后，产生毛绒绒的视觉效果。这对翅

膀的渲染，虚实得体，白粉复勒主翅脉，

用笔极其熨贴，轻盈灵透的双翅与墨染

的身体虚实相生，妙不可言。在“勾勒

法”、“勾填法”的基础上，画家又直

接以点染和撞粉法，传神描绘出豆花的

娇嫩与豆角的饱满。这幅画不过咫尺大

小，表现技法却极尽丰富多变。 



 

1、工笔花鸟画 
•谈到工笔花鸟，我们不得不提宋代的宋徽宗赵佶，他能书善画，
在位时亲自掌管翰林书画院，对山水、人物、花鸟都极擅长，并
且力主写生。画风清丽典雅，曾亲自编撰《宣和画谱》等，对我
国画院乃至整个绘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存世作品有《柳鸦芦
雁图》等。 

《柳鸦芦雁图》为纸本淡彩长卷，现藏上海博物馆，这是宋徽宗
传世作品中一件非常精心的力作，全画笔法浑然天成，蜕去凡俗，
对于墨法的运用也浓淡清雅，画面淡彩着色，“迹与色不相隐映”

的能耐，以及全图坡面芦竹，芽眼错落布局的趣味，更让人惊叹
于宋徽宗的画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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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嵩  

宋代有名的画家还有李

嵩、林春等。宋代崇尚

“格物”精神，画家甚至

用一生的时间专注于某

一花果，不断观察研究，

为大自然中的花鸟、草

虫留下美丽的神态。 



 1、工笔花鸟画 

•元代工笔花鸟画继续发展，这

一时期虽表现士大夫闲情逸致

的水墨花鸟画大为兴起，但设

色清理的工笔花鸟画也不甘落

后，出现了不少名家，如钱选、

任仁发、王渊等。 



 

•清朝画坛虽水墨画占有

重要地位，但正统的工

笔花鸟画也有其独特的

一面，代表人物有恽寿

平与华喦二人。恽寿平

的花卉写生颇有影响，

形成著名的“恽派”。所

画牡丹图造型典雅，雍

容华美，枝叶舒展婀娜，

神清骨秀，笔法俊逸，

意境幽淡，一派明丽清

新的感觉。 



 

2、写意花鸟画 

•写意花鸟画强调意在笔先，造型上要求似与
不似，遗貌取神，并充分利用画面中的空白，
计白当黑，以少胜多，且在表现手法上讲书
法入画，强调笔意。 
 
两宋时期水墨写意的花鸟画得到进一步发展，

代表人物有文同、苏轼、杨无咎等。文同以善

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

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

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

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胸有成竹"这个

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苏轼，是文同的表弟。在绘画上，他师法表哥文同，又有

着自己的主张。他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

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

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

解寄无边春。”奠定了我国文人画神似重于形似的理论依

据。  



 

明代后期写意花鸟画勃兴，画法越发洗练。主要画家有陈淳、徐渭

等，他们将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中以徐渭最富盛名，

被后世认为开水墨写意画派的祖师。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居士，

他自由狂放的画风对后世影响极大，郑板桥曾刻“青藤门下走狗”一

印，齐白石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对徐渭大为仰慕。 

徐渭的传世作品《墨葡萄图》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

性情。画中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

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

是文人画中放泼的一种典型。此画状物不拘形似，仅略得其意，重

在即兴遣怀，将画与作者的身世感慨结合为一。徐渭在画中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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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徐渭笔下，绘画不再是对客观物象的描摹再现，而是表现主观情

怀的手段，他以草书之法入画，淋漓恣纵，具有一种野拙的生机之

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信手拈来自有神，不求形似求生韵。” 



 

明末有名的写意画家有朱耷、石涛

二人。朱耷以花鸟画著称，继承陈

淳、徐渭传统，发展了泼墨写意画

法。作品往往缘物抒情，以象征、

寓意和夸张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

象，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和国亡家破

之痛。笔墨洗练雄肆，构图简约空

灵，景象奇险，格调冷隽，达到了

笔简意赅的艺术境地。对后来的扬

州八怪和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影响

重大。 
  

2、写意花鸟画 



 

•石涛原名朱若极，是明朝皇室后代。清初，其父朱亨
嘉企图称监国失败被唐王处死，朱若极由桂林逃到全
州，在湘山寺削发为僧，改名石涛。 

•石涛一生浪迹天涯，云游四方，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及
黄山住了10年左右，结交画家，后来到了江宁（南
京）。晚年弃僧还俗，成为职业画家。康熙1684年、
1689年南巡时，石涛在南京、扬州两次接驾，献诗画，
自称“臣僧”。后又北上京师，结交达官贵人，为他
们作画。但终不得仕进，返回南京。最后定居扬州，
以卖画为生，并总结与整理他多年来绘画实践的经验
与理论，使他晚年的作品更加成熟和丰富多采。石涛
著有《画语录》十八章。 

•石涛擅长山水，常体察自然景物，主张“笔墨当随时
代”，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打草
稿”，进而“法自我立”。所画的山水、兰竹、花果、
人物，讲求新格，构图善于变化，笔墨恣肆，意境苍
莽新奇，一反当时仿古之风。 



 •进入18世纪，写意花鸟画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画派，为绘画发展做
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人物有任伯年、吴昌硕二人。 

 
 

吴昌硕因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

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笔墨形式。 

吴昌硕自言：“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以篆笔写梅兰，

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

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字格局，或作对角斜势。用色上似赵

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浓艳。 

吴昌硕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

之谦 画法，并博采徐渭、八大、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

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其作品重整体，尚气势，认为

“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施墨、敷彩、

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 

http://baike.baidu.com/pic/%E5%90%B4%E6%98%8C%E7%A1%95/572030/18084352/eac4b74543a9822689b0ad5c8c82b9014a90eb5c?fr=lemma&ct=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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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inzushuhua-china.com/shds/2007/0402/article_23.html


 •近代有名的写意花鸟绘画大师有齐白石、潘天寿等。齐白石早年曾
为木工，后以卖画为生，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擅画花鸟、虫鱼、
山水、人物，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
淳厚朴实。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 

齐白石在绘画艺术上受陈师曾影响甚大，齐白石同时吸取吴昌硕之
长。齐白石专长花鸟，笔酣墨饱，力健有锋。但画虫则一丝不苟，
极为精细。齐白石还推崇徐渭、朱耷、石涛、金农。尤工虾蟹、蝉、
蝶、鱼、鸟、水墨淋漓，洋溢着自然界生气勃勃的气息。 

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
衰年变法，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一派，尤以瓜
果菜蔬花鸟虫鱼为工绝，兼及人物、山水，名重一时，与吴昌硕共
享“南吴北齐”之誉；以齐白石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
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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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写意花鸟画 
•潘天寿（1897—1971），字大颐，自署阿寿、寿者。现代画家、
教育家。浙江宁海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

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
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
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潘天寿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尤善画鹰、八哥、蔬果
及松、梅等。落笔大胆，点染细心。墨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
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画面灵动 ，引人入胜。潘天寿绘画题

材包括鹰、荷、松、四君子、山水、人物等，每作必有奇局，结
构险中求平衡，形能精简而意远。 



 



 



 



 

•1、苏轼的艺术主张是什么？ 

•2、徐渭的艺术主张是什么？ 

•3、简要陈述石涛的艺术主张。 

•4、简要陈述齐白石的艺术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