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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写意人物画及其笔墨演进

作者：何士扬  来源：美术观察

    中国写意画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可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独具特色的美术

形式。其在表现山水画和花鸟画题材方面尤为技法娴熟、成就卓越。中国写意画特有的

对于笔墨的要求，是它有别于世界其它美术形式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优良的传统写意

画笔墨的既有程式、既有标准和笔墨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山水、花鸟画的昔

日辉煌。然而，始终在现代写意人物画家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是：在整个传统写意画发

展进程中，为何难以见到人物画的身影？主要依附于山水、花鸟画发展起来的传统写意

画笔墨的既有程式和笔墨观念，可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于写意人物画？在当代背景下，这

些传统笔墨的演进历程和传统标准对于新时期写意人物画的笔墨创建，其参照作用和启

示意义又在哪里?这些都是横亘在每个当代写意人物画家面前无法回避的课题。 

    中国画笔墨概念所包涵的意义很广，它上可指审美精神，下可指绘画工具，而最为

令人关注又争论不休的，是它作为绘画技法时的笔墨规范和语言程式。"文人画"作为传

统写意画的创建者和实践者，在它漫长的由盛至衰的历程中，所树立的笔墨规范最多，

创立的笔墨程式影响最为深远，是我们称之为"语言系统"的笔墨程式的集大成者。所

以，我们要研究写意人物画的笔墨问题，就不能不从探讨 "文人画"笔墨开始。 

    一、文人画家为何大多回避人物画 

    绘画是古典中国文化中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而中国文化中的三个支柱：孔子，庄

子和尔后加入的佛教，是构成中国艺术精神的三个典型。有关这三个典型，徐复观先生

写道：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的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

面。"早在魏晋六朝时期谢赫的画论、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绘画，就在理论和实践上体现了

这一精神的影响。他们讲究气韵、追求萧散的笔墨气息，崇尚形神兼备的造型思维，都

具有着深深的"写意"倾向，成为日后"文人画"笔墨形成与发展的文化源头。 

    在"文人画"鼎盛的宋、元、明、清各代，由于封建社会漫长而专制的政治压迫，一

般士大夫生活在利欲熏心的现实中，书与画成为他们保持思想纯洁，恢复生命情绪的精

神领地。而山水、花鸟画题材比起人物画题材来，无疑更能令士大夫们获得超越现实的

一时陶醉。崇尚自然、寄情山林草木成为中国古代代代相传的不退风气。与此同时，虽

然贯穿整个"文人画"历程中的尚古倾向，令文人画家们往往会追本朔源去寻找魂晋六朝

的 "高古风范"，但在题材上却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对于山水、花鸟画的偏好。然而，即使

在玄学盛行的东晋，顾恺之还是能够通过"以形写神"和"迁思妙得"为后人留下精典的人

物画作品。他那广为流传的画眼睛的故事，不正是中国古典美术精神的生动写照吗?所

以，历史渊源也好，文化背景也罢，都不是促成 "文人画家"整体上放弃人物画题材的第

一理由，其本质原因还出自于 "文人画家"自身。首先，文人画家们的第一社会特征并不

是 "画家"，他们或为官或在野，画画通常并非他们表情达意的第一媒介，而只是他们的

业余爱好和消遣方式，在他们心目中，诗文和书法永远排在绘画前面。其次，造型能力

是文人画家们的先天弱项，他们往往没有职业画家那种天生的驾驭造形的欲望。不管是

选择人物画还是选择山水、花鸟画，只要是能表达他们的情感，能令他们获得精神上的

愉悦，在文人画家们看来就都一样了。而人物画既有造型的难度，比起山水，花鸟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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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笔墨运用时的局限，回避或放弃人物画就成了当时合理的选择了。 

    二、笔墨演进与人物画创作 

    唐代文艺批评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写道 "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

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文中"用笔"是 "立意"、"形似"，"骨

气"等绘画要素的最后着陆点。而在更早一点的南齐美术理论家谢赫那里，在有关中国画 

"六法"标准的排序中，"骨法用笔"是仅次于 "气韵生动"而列在 "经营位置"，"随类赋

彩"，"应物象形"和"传移摹写:之前的，也就是说，"用笔"早在 "文人画"形成前就已经

被认为是所有绘画要素中第一重要的关键要素了。而在那时，人物画曾有过长期 的繁

荣。 

    东晋画家顾恺之在他的人物画创作实践中，一方面注重 "传神"的重要性，提出“四

体妍●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则并不勿略形似的作用，

认为 "其于诸像……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指出人物画形似与"传神"的内在联

系。在魏晋六朝的古典美学理论中，"形神论"和"气韵论"是首先由人物画领域开其端，

尔后才扩大到山水画和花鸟画领域的。所以，讲究 "用笔"和追求 "气韵"，并不必然构

成对人物画创作的负面影响。 

    在魏晋六朝和唐代崇尚人物画创作的传统惯性下，宋代的写意画探索并不是一开始

就放弃人物画题材的，如:北宋画家石烙以"狂草笔法"和 "重墨破笔"画高僧，被认为是

突破以往人物画重笔线而 "有笔无墨"的习惯，从而实现了人物画表现技法向随笔见

墨、"有笔有墨"的大胆转变。南宋画家梁楷酣畅淋漓的人物画作品，其大胆的写意作风

和在人物画上的笔墨处理，至今仍令我们叹服。但这种惯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当"文人

画开始成为绘画主流之后，写意人物画便迅速消失了踪影。石烙、梁楷的作品成为 "文

人画"笔墨库中难得的写意人物画笔墨传统。 

    此后，由于文人画家们的注意力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山水和花鸟画题材，而有关写意

画笔墨的理论又出现了重 "神"轻"形"的导向，笔墨传统自此向着更加 "抽象化"，"符号

化"、"程式化"的方向演变。如果说，在宋、元两代的这种 "程式化"倾向中还蕴涵着文

人画家们对于 "造化"的感悟和对于工具材料的理解，这种"程式化"是以个性化为前提

的，它除了对造型的某种弱化一时疏远了人物画题材的表现以外，一切都还是良性的。

那么，明、清两代对写意画笔墨所进行的总结、归纳和规范化处理，则不仅不利于造型

要求较高的人物画题材的创作，而且构成了对于山水和花鸟画继续向前发展的最大伤

害。兴起于明代的这种总结、整理前人笔墨的风气，到了清代更发展成追求"公共程式化

笔墨"的努力，这一努力的目标，是试图通过找到一套"公共的笔墨语汇"，把古人对

于"造化"的理解汇编成"辞典"，让人们一打开它，即可进入广阔的"语言世界"。其典型

“成果”是清代“四王”的出现和《芥子园画谱》的诞生。 

    “公共程式化笔墨”的出现，使"笔墨"与 "造化"在创作中的位置被彻底颠倒了，为

了追求笔笔有出处而进行的“语汇”拼凑更是大大破坏了意象造型的整体性。“四王”

为笔墨而笔墨的高度程式化语汇系统，不但忽视了造型、丢失了诗意，而且也在很大程

度上扼制了创造。因 此，从笔墨的演进看，真正阻止写意人物画创作向前发展的并不是

有关“笔墨”的学问，而是越走越窄的疆化笔墨观念。 

    三、传统的启示 

    综上所述，传统写意画是由中国文化儒、道、释三大支柱中艺术精神的典型，结实

于魏晋六朝和唐代的绘画，再通过宋、元两代文人画家们的创造性发挥和开拓所形成的

美术样式。在宋代，文人画家们无论是追求减笔还是崇尚写意，都必须首先冲破有关工

笔画创作的许多成法，他们一方面求取古典文化的精神支援，另一方面则重新寻求“自

   



然”和“造化”的启示。他们为了追求意境和适应材料而设法把复杂繁密的自然物象进

行单纯化处理而开创的写意画风，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睿智和胆识。不仅梁楷和米芾如

此，即便是一代 "复古主义"大师赵孟頫，他所不断提倡的"古意"，实质仍是为了"借古

喻今"，是针对宋代成法对于元人的不良影响所引发的反思，他力图从精神源头寻找启

示，是为其开创一代笔墨新局创造必要的舆论环境。也就是说，宋、元两代的文人画家

之所以被画史所不断肯定，正在于他们能冲破前人的成法，独创出一种新方法，使中国

美术在他们那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画无论是过去、现代或未来，都十分需

要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和大胆实践的勇气，因为毕竟艺术最可宝贵和始终不变的品质，

正是 "创造力 和 "想象力"。 

    众所周知，我国的许多 "国粹"如今都有传统与创新的相同命题。在当前西风东渐、

中西文化交相砥砺的背景下，为了不让中国画迅速从美术文化中的主流位置中退出，为

了不使中国画重蹈一些传统戏剧的复辙，传统中国画就必须寻求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时代

情感的同步，正如宗自华先生早在1936年就曾指出的那样：“艺术本当与文化生命同向

前进;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须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其伟大的表现力，尤当倾

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世界。更须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现出

时代的精神节奏”，本世纪以来，在文化大反思的背景下，中国画经历了一场参与新文

化的大变革运动，笼罩着中国画坛几百年之久的那些曾经掩盖了梁楷和任佰年历史光芒

的疆化，陈旧的笔墨观念，在这场变革中开始得到了纠正。为了朝向创建新时代的新写

意人物画这一目标，一代又一代的人物画家以改革的精神和进取的姿态，通过他们种种

扎实的努力，开辟了当代写意人物画初步繁荣的笔墨新格局，迎来了写意人物画在本世

纪的整体复兴。他们中的典型如：蒋兆和先生借鉴西洋素描的精准和厚实;黄胄先生引进

速写的率真与生动;程十发先生融入了色彩的逸趣与流韵；吴山明先生则将人物画线描写

到了极致。 

    而今，青年一代的中国写意人物画家们，成长在更加开放的中国，面对接锺而至的

各种新思潮和新观念，他们正以研究的态度和开放的心胸，涵泳来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

明的双重补益，以他们敏锐的目光和年青的激情，在分辨西学和国学的得失中，努力寻

求中国写意人物画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传统精神和时代情感的同构。应当相信，传统和风

土所赋予他们的深深感化;时代和责任所给予他们的深深激励;血统和民族性格对于他们

的深深影响，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一定会在历史的启示和时代的熏陶下，在新文化的写意

人物画的笔墨创建中，寻找到属于我们时代的、灿烂的中国之美。 

    《美术观察》2001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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