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意象与表象 

——中国传统绘画 

山水画 



 

• 1、什么是水墨山水画？水墨山水是谁
创立的？ 

• 2、元四家有哪些画家？黄公望的水墨
山水代表作是哪幅？ 

• 3、黄宾虹的画为什么难以被世人认同？ 

 



3、水墨山水 

• 水墨山水就是纯用水墨不设颜色的山水画体。
相传始于唐，成于宋，盛于元，明清两代又
有所发展。作画讲究立意隽永，气韵生动，
并形成了整套以水墨为主体的表现技法。其
笔法以糸勾斫、皴擦、点染为主导，长于结
构和质感的表现；其墨法糸于墨的浓淡干湿。
泼破积烘为主导，有“水晕墨章”、“如兼
五彩”的效果，长于体积和气韵的珍现。在
理论上强调有笔有墨，笔墨结合，以求达到
变化超妙的境界。 



王维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水墨山水画家。
他首创了水墨山水，尽去了以往山水画的浮华
之气，仅用水墨渲淡而成，把原先以勾线为主
的山水画，向水墨发展推进了一步。 

王维还著有绘画理论著作《山水论》、《山水
诀》，在《山水诀》提出“夫画道之中，水墨
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这一理
论对后世影响极大，产生了以水墨为特征的文
人画。从此绘画已不再完全依赖色彩，一种以
水、墨作为表现手段的“写意画”逐渐取代了
浓艳富丽的重彩，中国画家们更是以毕生的精
力研究笔、墨的审美因素，使原本单纯的表现
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美感。 
  

3、水墨山水 



3、水墨山水 

• 王维具有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
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
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
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
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 

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例
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泉声咽危石，日色
冷青松”以及《鸟鸣涧》、《鹿柴》、《木兰柴》等诗
，都有体物入微之作。 

王维的山水画又充满着诗意。苏轼曾说：“味摩诘之
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尊
称“南宗”与“文人画”的鼻祖；钱钟书称他为“盛
唐画坛第一把交椅”。 



王维的存世作品《雪溪图》
是一幅表现乡村雪景的小品。
画面分近、中、远三部分：
近景山隅一角，道路横斜。
路边有小桥、篱舍、村店、
屋宇。路上有一人匆匆而行，
还有一人赶 着四头猪，似乎

正要过桥。画面正中有一座
临溪房屋，可能是村头店铺。
屋后有五六棵树木，疏疏落
落，十分荒寒。中景为溪流。
平静的水面上有一条蓬船，
有两个人撑篙摆渡。远景是
对岸起伏的山坡，和几间村
舍掩影于茫茫雪色之中。整
个画面白雪皑皑，江村寒树，
野水孤舟，组成一片寂静空
旷的景象。画上点缀了几个
人物 活动气息，虽然增添了

几许生活气息，但更加衬托
出大地的宁静。 



3、水墨山水 

• 五代时期，山水画进一步发展，以荆浩、关仝为
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特别是荆浩的《匡庐图》的
出现，在山水画发展技法上，突破了隋唐之后山
水画大多数局限于勾填和有勾无皴的画法，打开
了注重皴法的水墨山水画的法门，这是中国山水
画自形成以来第一次重大的变革和创新。以董源
、巨然为代表的南方山水画派，在表现技法上又
创立了能够体现南方山水特点的“披麻皴”，使
皴法更加丰富多样和成熟，从而确立了中国式山
水画的独特的表现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3、水墨山水 

• 荆浩生于唐朝末年，大约卒于五代后唐（923－
936）年间。士大夫出身，后梁时期因避战乱，
曾隐居于太行山洪谷，故自号“洪谷子”。荆浩
不仅创造了笔墨并重的北派山水画，被后世尊为
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还为后人留下著名的山水画
理论《笔法记》，以假托在神镇山遇一老翁，在
互相问答中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的所
谓绘景“六要”，是古代山水画理论中的经典之
作，比更早时期南齐谢赫的“六法论”有所发展
，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水墨山水 

• 荆浩的山水画以画面的宏伟气势而著
称。宋元人称他的画为“全景山水”
，他的存世作品有《匡庐图》。这幅
画从画面上看是“鸟瞰式”的全景构
图，他从不同的视点去观察山峰、村
屋、路径和飞流的瀑布，并把它们巧
妙的融合在一起，使整个画面的空间
层层推进，将最高的主峰置于群峰的
簇拥之中，更显得气象万千，气势磅
礴，表现出了一种“天地山水之无限
，宇宙造化之壮观”的局面，从而体
现出了北方山水的壮观和美丽。 



3、水墨山水 

• 关仝，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五代后梁画家。画山
水早年师法荆浩，刻意学习，几至废寝忘食。他所画
山水颇能表现出关陕一带山川的特点和雄伟气势。北
宋米芾说他“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关仝在山
水画的立意造境上能超出荆浩的格局，而显露出自己
独具的风貌，被称之为关家山水。他的画风朴素，形
象鲜明突出，简括动人，被誉为“笔愈简而气愈壮，
景愈少而意愈长”。关仝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
渡、幽人逸士、渔村山驿的生活景物，能使观者如身
临其境，“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具
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论者谓其晚年成就，较之荆浩
更能青出于蓝，是荆浩画派的有力继承者，与荆浩并
称为荆关。 



3、水墨山水 

关仝代表作品《待渡图》带有鲜明的北方
特色，巍峰耸立，气势堂堂；远山迷朦，
意境幽深。关仝绘画在取势造意上豪放非
凡。此图大山作正面主峰突危，山势直立，
占据整图 1/2画面，相当稳定。这种构图方
式在古代早期山水画中常见，而最忌讳的
是景物的对称。作者将主体大山布局于画
面右上侧，其他厚重的景物集中在画面的
左下侧，取得了均衡变化的效果，稳定中
求危势，峻拔中取墩壮，整幅画面丰盈饱
满。画中堂堂大山矗立，石质坚凝，气象
壮伟荒寒，用笔刚健有力，显示出山石的
坚实质感。所画树木有枝无干，用笔简劲
老辣。 



3、水墨山水 

• 董源不仅以画山水见长，也能画牛、虎、
龙及人物。作为山水画家，董源也是不专
一体的。宋人称许其大设色山水景物富丽
，宛有李思训风格。但其最有独创性而且
成就最高的是水墨山水。他运用披麻皴和
点苔法来表现江南一带的自然面貌，神妙
地传写出峰峦晦明、洲渚掩映、林麓烟霏
的江南景色。他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
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在技巧上富有创
造性。 



3、水墨山水 

• 董源所创造的水墨山水画新格法，当时得到巨然和尚
的追随，后世遂以董巨并称。在宋代，除了米芾、沈
括十分欣赏董巨画派之外，一般论者对董巨的评价并
不高。到了元代，取法董巨的风气渐开。汤垕认为：
“唐画山水至宋始备，如（董）元又在诸公之上”，
对董源有了新的认识。元末四家和明代的吴门派，更
奉董源为典范，明末“南北宗”论者虽然在理论上尊
王维为“南宗画祖”，但实际上却是在祖述董源。元
代黄公望说:“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如吟诗之学
杜也”。清代王鉴说“画之有董巨，如书之有锺王，
舍此则为外道”。董源在后世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影
响，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罕见的。 



《潇湘图》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代表性作品，图绘一片湖光山色，
山势平缓连绵，大片的水面中沙洲苇渚映带无尽。画面中以水
墨间杂淡色，山峦多运用点子皴法，几乎不见线条，以墨点表
现远山的植被，塑造出模糊而富有质感的山型轮廓。墨点的疏
密浓淡，表现了山石的起伏凹凸。画家在作水墨渲染时留出些
许空白，营造云雾迷蒙之感，山林深蔚，烟水微茫。山水之中
又有人物渔舟点缀其间，赋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寂静幽深的
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阶
段，形成了不同风格，后人概括为“北派”与“南派”两支。
董源此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扩展江南画派董源水墨山水画风的是他的门人——巨然。 

•公元975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南唐，后主李煜被掳往汴京，

南唐翰林图画院自然解体，不少画院画家被胁迫到汴京，在

宋朝的翰林图画院里供职，如徐熙之孙徐崇嗣、董羽等。巨

然在这种情形下从建业来到京师，居开宝寺为僧。大约在这

个时期，巨然成为董源的门人。 

 巨然画名鹊起，曾为度支蔡员外作《故事》、《山

水》二轴，画中“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

间多用卵石，如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径，

远至幽墅，于野逸之景甚备。”（刘道醇《圣朝名

画评》）并在宋朝的最高文化机构学士院北壁上绘

制壁画，被当时的文人传为美谈，并赋诗颂之。 



巨然代表作品《秋山问道图》是—幅秋景山
水画。以立幅构图画重重叠起的山峦，下部
清澈的溪水，曲折的小路通向山中，山坳处
茅舍数间，屋中有二人对坐，境界清幽，前
人谓巨然之山水，善为烟岚气象，“于峰峦
岭窦之外，至林麓之间，犹作卵石、松柏、
疏筠、蔓草之类，相与映发，而幽溪细路、
屈曲萦带、竹篱茅舍、断桥危栈，真若山间
景趣也”。画上主峰居中，这是五代宋初的
典型构图。山峰石少土多，气势显得温和厚
重。与北方画派石体坚硬、气势雄强的画风，
趣味完全不同。中部，山间谷地，密林之中
茅屋数间，一条蜿蜒的小路，绕过柴门，通
往深谷。茅屋中依稀可见一人坐于蒲团之上，
右边一人侧身对坐，大约就是问道者。山高
密林，寂然无声。正是谈禅论道，修身养性
的极佳妙境。画面下段，坡岸曲折，树木偃
仰多姿，水边蒲草，被微风吹得轻轻摇摆，
多少体现出秋爽的感觉。《秋山问道图》在
画法上，山用淡墨长披麻皴，画出土多石少
的浑厚的质感。 



3、水墨山水 
• 两宋时期的山水画继承了前朝的传统。许多山水画家更是

深入自然，用心去细细品味中国的大好山川流水，仔细观
察，把中国山川流水的细节特征展现在世人面前。北宋山
水画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李成、范宽和郭熙。 

李成，字咸熙，北海营丘(今山东临淄)人。磊落有大志，怀才不

遇，放意诗酒，寓兴于画，精于山水，善于运用平远法描绘齐鲁

寒林，尤善营造气象，运墨精妙。他将北方山水画雄强而略显呆

板的风格转换成一种古朴秀劲而有感染力的意境。他的山水画初

学五代荆浩、关仝，后自成风格。他画山石用“卷云皴”，画松

叶谓之“攒针”，画枯树精绝，多为“蟹爪”造型。他卓越的艺

术成就使他成为北方山水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宋神宗、宋

徽宗均酷爱其山水，并下诏收集李成的画，可见李成的画深受朝

野珍视。 



《读碑窠石图》为李成与王
晓合作。图中残碑上应有小
字二行，一书“李成画树
石”，一书“王晓补人物”，
但现存图中已无此二行小字，
所以为摹本，但这不妨碍我
们体会李成寄于画中的意境。
观此图不禁使人陷入一种苍
凉冷落的情境之中，一块残
碑，几株枯树，原野凄凉。
作者表现出人世沧桑，往事
如烟，不堪回首之感，表现
出他愤世嫉俗、高傲孤寂之
品格。画中残碑以淡墨染正
侧面，斑驳漫漶；环绕残碑
周围的枯树盘复，枝干下垂
如蟹爪。荒石孤立、荆棘枯
草，所有的景物都烘托出无
限凄怆之气氛。 



• 范宽，字中立，名中正，华原(

今陕西耀县)人，生性宽厚、豁

达大度，故有范“宽”之称。他
画山水初学荆浩、关仝，受李成
影响更大。代表作有《溪山行旅
图》和《雪景寒林图》，《溪山
行旅图》的构图由一条明显的中
轴线纵向贯通，造成一种紧凑向
上的律动，而右边一线飞瀑和近
景的逶迤曲折的清溪、山路，又
使这种向上律动所形成的紧张感
得到缓解，使画面结构趋于平衡
。 



3、水墨山水 

• 郭熙，字淳夫，河阳(今河南温县)人，宋神宗时画院
山水画家，师法李成。晚年继承李成的画风而又有自
己的特点，把北方山水画派发展到新的高度，成为北
宋山水画的杰出代表。当时文人士大夫苏轼、黄庭坚
、司马光等曾多次赋诗赞誉郭熙的画。郭熙画树用鹰
爪、蟹爪、松叶攒针，画石则“石似云动”、“圆润
突起”。郭熙在用墨上较之李成、范宽有所发展，善
于用墨湿勾淡染，以表现烟岚轻发、山光浮动的景象
。郭熙在山水画实践和理论上都作出很大的贡献。他
的山水画理论，经其子郭思整理成《林泉高致集》，
成为中国画学的重要著作。传世作品还有《窠石平远
图》、《幽谷图》等。 



《早春图》描写的是早春即将来
临的山中景象：冬去春来，大地
复苏，山间浮动着淡淡的雾气，
传出春的信息。远处山峰耸拔，
气势雄伟；近处圆岗层叠，山石
突兀；山间泉水淙淙而下，汇入
河谷，桥路楼观掩映于山崖丛树
间。在水边、山间活动的人们为
大自然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山石
间描绘有林木，或直或欹，或疏
或密，姿态各异。树干用笔灵活，
树多虫枝，枝条上多有像鹰爪、
蟹爪之类的小枝。画幅左侧画家
自题："早春。壬子（1072）年
郭熙画。"顾名思义，这幅画作
是在描写瑞雪消融，云烟变幻，
大地复苏，草木发枝，一片欣欣
向荣的早春景象。 



3、水墨山水 

• 南宋山水画继北宋之后
又有新的突破，水墨苍
劲的大斧劈山水和讲究
意境的创造、以抒情为
主要目的的“偏角山水
”。画家以突出一个局
部的方法来加强描写的
力度，用笔更加泼辣，
水墨的韵味发挥得更加
充分。李唐是公认的开
创这种新风的一代宗师
，他的《万壑松风图》
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 继承李唐技法的刘松年在描写江
南景色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之秋景 



3、水墨山水 
• 马远、夏圭的构图

多截取一角或片断
的不全之景，画面
中留下大块的空白
，而被人称为“马
一角”和“夏半边
”。这种构图简洁
，主体鲜明的山水
画有一种全新的境
界，这种创新引起
了许多评论，而有
的评论甚至从政治
的角度认为他们的
山水是对偏安江南
的南宋王朝的“残
山剩水”的反映，
已属附会之说。 

 



3、水墨山水 

• 元代绘画以山水画为最盛，其创作思想、艺术追求、风格面貌，均反映了
画坛的主要倾向，影响后世也最深远。元初山水画家以钱选、高克恭、赵
孟頫为代表，他们均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认真探索，并托复古以寻求新路
。中后期，崛起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这四大家。他们主要继承董源
、巨然等的山水画传统，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赵
孟頫的影响，又各具特色。 

 

黄公望发展了赵孟頫的水墨画法，并上追董源、巨然，
多用披麻皴，晚年大变其法，自成一家，水墨山水，萧
散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其韵致高于赵孟頫。他
的很多山水画创作于70岁以后，在富春江畔创作的《富

春山居图》，用水墨技法描绘中国南方富春江一带的秋
天景色。在构思时，他跑遍了春江两岸，用六、七年时
间才画成，画面表现出秀润淡雅的风貌，气度不凡。他
在创作风格上主张学习前人，并提出见到好山好水就随
时写生，不被动绘画创作。 



《富春山居图》代表黄公望一生绘画的最高成就。此图为长卷，山峰起伏，
林峦蜿蜒，平岗连绵，江水如镜，境界开阔辽远，雄秀苍莽，简洁清润。凡
数十峰，一峰一 状；数百树，一树一态；变化无穷。其山或浓或淡，都以干
而枯的笔勾皴，疏朗简秀，清爽潇洒，远山及洲渚以淡墨抹出，略见笔痕。
水纹用浓枯墨勾写，偶加淡墨 复勾。树干或两笔写出，或没骨写出，树叶或
横点，或竖点，或斜点，勾写松针，或干墨，或湿墨，或枯笔。山和水全以
干枯的线条写出，无大笔的墨，惟树叶有浓 墨、湿墨，显得山淡树浓。远处
的树有以浓墨点后再点以淡墨，皆随意而柔和。 



3、水墨山水 

• 此图虽师出董巨，又超出董巨，把赵孟頫在《水村图》、
《鹊华秋色图》、《双松平远 图》中所创造的新法又推向
一个高峰，自出一格。 元画的特殊面貌和中国山水画的又
一次变法赖此得以完成。元画的抒情性也全见于此卷。 

这一不朽巨制传世至今已有六百多年，自元以降，
所有画家莫不以得观此图为幸，所谓“此卷一观，
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 

(董 其昌语) 。因而在收藏家中以重金流转，收
藏者或奉为至宝，或秘而不示；此画既备受赞颂，
也饱经沧桑。终于在清顺治七年(1650年)遭到
“火殉”之厄运，从 此被一分为二，其艺术的
完美性惨遭损害，实乃一大遗憾。 



3、水墨山水 
• 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是黄公望的道友无用禅师。无用考虑到

此卷可能被人“巧取豪夺”，因而在画完成之前就请作者“
先书无用本号”，明确归属。至明代画家沈周收藏前的一百
多年中，收藏情况不明。沈周收藏的时间很短，即被人借去
，而后，沈周家贫难以赎回，甚感惆怅，凭记忆背临以慰怀
。明弘治元年 苏州节推樊舜举以重金购得后，沈周为之题记
，补叙自己收藏时已经是“一时名辈题跋，岁久脱去”的破
旧情况，又从画家角度称赞其“墨法、笔法 深得董、巨之妙
，此卷全在巨然风韵中来”。 

到了隆庆四年(1570年)，此卷又转入画家、鉴
赏家无锡谈志伊(字思重)手中，太原王登和画
家周天球都在次年得观并写观后记。明代后期
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于明万历二十四
年(1596年)购得此卷，但不久就转入宜兴收藏
家吴之矩(名正至)手中。 



3、水墨山水 

• 吴之矩传给儿子问卿，吴问卿酷爱无比，谨守家传，特建富春轩以

藏之。卷上有吴之矩、吴正至印鉴。画家邹之鳞与问卿友善，为富

春轩题写匾额，得以再三批阅此图，因而作长句题识，说藏主“与

之周旋数十载，置之枕籍，以卧以起。陈之座右，以食以饮”。喜

爱之情到了朝夕不离的地步。 

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岁月中，吴问卿在逃避战乱时，惟独

携带此卷，进而叹曰：“直性命殉之矣。”但问卿并未因

此而丧命，倒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竟然火焚此画为自己

殉葬。万幸的是他的侄儿子文，迅速地从火中抢出已着火

的《富春山居图》。可惜前段已经过火，部分焚毁。以后

三百多年中两段画卷乃分别流传。 



• 倪瓒是影响后世最大的
元代画家，他简约、疏
淡的山水画风是明清大
师们追逐的对象，如董
其昌、石涛等巨匠均引
其为鼻祖，石涛的书法
题画，从精神到体式皆
是以倪瓒为法的。 

• 明代江南人以有无收藏
他的画而分雅俗，其绘
画实践和理论观点，对
明清画坛有很大影响，
至今仍被评为“中国古
代十大画家之一”，英
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
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倪瓒：《幽涧 寒松图》 



3、水墨山水 

• 明代为中国山水画最为鼎盛的时期。画派林立，
画人无数，如“浙派”、“吴门派”、“华亭
派”等等，《明画录》载有山水画家四百多人。
浙派代表画家有戴进、吴伟、张路、汪肇、朱
邦、蓝瑛等人。他们取法马远、夏圭，大多采
用方笔，粗率顿挫，萧疏苍劲。而以沈周、文
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派则从董源、
范宽入手，兼及王蒙、吴镇，用笔多细长挺秀、
清丽典雅、灵逸生动，书卷气浓。以董其昌为
领袖的华亭派学习黄公望，墨色清淡，古雅秀
娟。 



3、水墨山水 

• 水墨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传达的是东方的

“心理和谐”和内向的“境生象外”。水与墨的随机渗化

特质可使我们方便地趋向内省感悟，传统水墨的“澄怀观

道”是对生命过程的体验与品味。 

•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无论从视觉上还是思想上说，文人

所表述的山水世界已经被彻底扰乱以至于粉碎了。山水

画已经不再具有宗炳、苏东坡所说的境界，它成为一种

特定的题材，一种风格样式，一种艺术史上的现成品，

因而它也就彻底丧失了其“世界观意义”。在这种境遇

中，山水画早已经被抛掷到一种不及物状态，深深地陷

入其表述与本体的危机。 



3、水墨山水 

• 古人画山水，多为记游，以作未来追忆之载体。而如苏东坡

所指出的，此追忆之功，却非基于强记之能，山水画“类之

成巧”，是把山川形势纳于画面之中，由是观画者得以如亲

临山水般面对“山水景象”，产生观画者心灵与山水趣灵之

间的“应会感神”。 

• 古人之所游所乐皆在山水、画卷之间的这一交相感应的神

思活动。宗炳论述的“畅神”，来自“披图幽对”所引发

的神思，是要在观画的同时，使人的精神回返山林，徜游

在山水之灵趣中，也就是“卧游”、“味象”，是在游历

山水与鉴赏山水画之间连接其“重神”、“体道”的同构

性，是圣人之“游”与味象之“乐”，是中国观赏文化之

核心部分。 



3、水墨山水 

• 20世纪初，当传统水墨性话语的语境刚刚遭到现代工业

文明的破坏时，即有知识阶层的敏感者起而倡导画学革

命，代表人物如康有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清朝四王之不

求创新，主张“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水墨性话语“洋为中用”的现代转换

历程。 

• 面对传统水墨画的窘境，许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探索与改革，其中形成了以黄宾虹等人为代表的

“鉴古开今”和以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的“借

洋兴中”的对立互补的两大取向。 



3、水墨山水 

• 徐悲鸿、蒋兆和等走出了一条借鉴西方写
实绘画的中西融合之路，将光影、明暗、
体积等语汇引入水墨性表达。 

 



3、水墨山水 

• 黄宾虹绘画的技法，早年行力于李流芳，程邃，以及髡残，

弘仁等，但也兼法元、明各家。所作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

简、疏密的统一；用笔如作篆籀，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

，有纵横奇峭之趣。 

• 黄宾虹黑、密、厚、重的画风、浑厚华滋的笔墨中，蕴涵

着厚德载物的美学取向。几十年来，黄宾虹的绘画一直受

到美术界的关注，并逐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影响着当今

中国画坛。但黄宾虹的画难以被世人认同。李可染曾亲眼

见到黄宾虹把自己的画从桌案上拿出来送给来访的人，却

被来访的人拒绝，说“你的画黑乎乎的，我看不懂”，黄

宾虹非常尴尬，只能把画收回去。 







• 1、什么是水墨山水画？水墨山水是谁创立
的？ 

• 2、元四家有哪些画家？黄公望的水墨山水
代表作是哪幅？ 

• 3、黄宾虹的画为什么难以被世人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