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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绘画风格的传承与精神

作者：萧鸿鸣  来源：八大山人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毫无疑问地是从传统绘画模式的传承和嬗变中来。在充分地

吸取传统给予的养分后，八大山人在断的创新和变革中，逐渐地过渡到不同于传统风

格、独具个性色彩模式。这一独特性的建立，从而奠定了八大山人绘画在三百多年来倍

受后世推崇和和景仰的地位。也正是这一独特风格绘画形式的存在，这才促使人们去研

究、去探寻八大山人的身世以及作为这一绘画风格创造者的所有一切。换句话说，八大

山人在美术史上地位的确立，首先是来源于其绘画风格的确立。因此，对八大山人进行

研究，就必须首先立中于对其绘画作品的研究，在以往的理论中，对于八大山人绘画风

格的研究，除了对其传统风格的传承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外，一些学者还认为：八大山人

作品的造型手段，笔墨技巧、构图章法，甚至具体到每一笔，每一画，都被赋予了作品

风格之外的人格力量。如：白眼向上被解释为怒视清朝；单腿着地，耸背曲颈的禽鸟，

被看成是清廷势不两立和桀傲不驯的情感。并认为这一风格的建立，足以体现八大山人

在那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所表现出精神和“气节”；是其学渲汇抑郁、传达愤慨是为准

确，最为恰到好处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对八大山人绘画的研究

“不能为思想意志作图解”的观点，并将八大山人早期作品与成熟期的作品为对照，提

出成熟时期绘画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冷峻、乘戾风格，应当出现早期作品当中，而不是

出现在生活相对稳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并与清朝官吏有不断往来的晚年时期。基于

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八大山人晚年作品中冷峻、乘戾风格和产生和建立，就不应当

是具有某种赋予思想性和寄托情感的成分，它仅仅只是一种绘画风格的师承关系。 

    八大山人绘画师承风格的选择，是否代表着选择者的喜好、善恶以及审美情趣的价

值取向？在此之前，即八大山人的早期非成熟期绘画作品，是否就标志着这一时期不具

备创作的审美情趣和善恶意向？非风格时期的作品与风格建立后的作品，它们之间应当

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便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二、八大山人绘画风格的传承和创造 

  八大山人的绘画，翎毛花卉所学与历代花鸟画家走过的师承道路风无分别。宋代的

赵佶、李迪、牧溪以及许多佚名大家的风格和元、明代张中、吕纪、唐寅、林良、李

展、卢朝阳乖人的风格，我们不仅能从八大山人早期的绘画作品中,看到这种传统给予的

明显痕迹,既使在晚年的成熟期作品中,这种影响仍然是随处可见(见元、明代花鸟例

图）。而在山水方面，八大山人先后师法董香光、倪瓒和黄公望，这种影响，一直到老

年亦没有完全摆脱其师承的臼科。（有关山水另文专论）。同时八大山人花鸟画风格的

建立，还得益于民间木刻版画的养料和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图纹和造型。这一点，朱旭初

先生克勤克俭 《八大山人研究的现代战争新视角》一文中，举证了几幅景德镇青花的

对象上太过含糊，但所指出的源头和师承关系，却是十分正确的。 

  从元末至正时期的景德镇官督民办窑口所烧制青花瓷器纹饰，到明初洪武、永乐、

宣德、成化、正德这几个时期的民窑青花（包括青花釉里红）纹饰瓷器，我们都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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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些时期瓷器绘画风格的典型性，在这些瓷器中，不管是我们今天认定的元标准器，

均都是取材于民间那些喜闻乐见的花、鸟、鱼、虫和走兽动物。其表现手法，在继承宋

代隐青瓷器刻花、竹刀剔花的简练基础上，以钴料为其主要原料，在传统的二方连续图

纹内，以大写意的点缀风格和具象逼真的写实风格。成就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瓷器绘画风

格。其大写意者，三两笔简约到最简约。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潇潇洒洒，淋漓尽致，

飘飘逸逸地使其动感和空灵感跃然瓷上。其学实者，缠枝花纹的牡丹、芭蕉、菊花；云

纹、水纹、将整个画面充填得饱满而丰富。在这种丰满的构图内，开窗的空间里，却又

用精致的笔法，描绘着飞禽走兽。那种考究的姿势、体态，甚至每一枝羽毛，每一片鳞

片，都无不精雕细刻。更值得请注意的是，每一件所绘之物都充满着无比的冲动力。每

种动物的脸部表情，都在通过无比情绪化的嘴、眼、颌来塑造静止在瓷器上的每一件图

纹样式。从而使器皿上所绘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赋于了情绪化的视觉形象。 

  毫无疑问，八大山人的绘画，在经过严格的比较之后，禽鸟，花卉，不管是在章法

上，还是造形，取势上，都不可否认地具有着元明瓷器绘画惊人的相似之处（见元、明

各代各类瓷器绘画附图）。这种传承关系的确定，从而使得我们有了相对明确的比照对

象，在这一传承关系中，八大山人将景德镇瓷器绘画中的那种刻画转化到拟人化的模式

上来。这一转变，从而彻底地改变了有史以来人们对花鸟画的认识。花鸟画亦从只限于

花鸟的美丽和动禽对话的成份。画面中传统绘画中的动禽与动禽之间的对话形式。从

此，八大山人的作品中，人仅具有了白眼相向和口如扁担，更在这一创造中，具有了思

念（思君）的成份和“鬼气”的成份。甚至有些邪恶的情感成份也不时地见之于作品

中。这种创造性的巨大变化，是八大山人由借鉴景德镇瓷器绘画语言，经过自己的逐步

完善和发展，再到完全成功地创造自己的绘画语言的最根本的变化。她不仅开创了有史

以来的花鸟画拟人的先河，更是将这一创造推向了巅峰。这一巅峰的创造。至今也没有

人超过。（八大山人从民间吸取养分的做法，不仅表现在绘画上，诗、书、印等均都有

非常明显的运用）。 

  三、风格的选择 是八大山人精神和心理需求的必然结果 

  具有典型意义的八大山人绘画风格的建立，真的是象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仅仅只

是一种传承关系吗？这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和分析。 

  八大山人是一个对形象（包括具象造形和抽象造形）非常敏锐的人，又是一个在其

艺术作品中注重“气节”体现的人。那么，为什么成熟期绘画作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那

种冷峻乘戾的风格，没有出现在他早期的绘画作品中呢？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一距离甲

申国变更接近的日子里，八大山人反而不具务有后来在绘画作品中呈现的悲愤、忿懑和

冷峻的情绪呢？回答是否定的，这有二条理由可以在此进行解释和论述。第一、八大山

人虽然从小学艺，但从现存的早期绘画的作品里看，八大山人的这一时期的绘画还处在

一个自我风格不明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不仅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前代大

师的风格在其作品中明显的反映，更感觉到作品中的拘瑾和规矩。以《传綮写生册》和

《水墨花卉图卷》为例，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不管是笔墨技巧还是整体风格，都与该作品

的诗、印、署款内容的情绪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种现象的存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时

期八大山人的作品，不管是风格探索还是技巧探索，都还处在一个学习百家之长，欲创

自己独特的非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不足和不成熟，正好让我们看

到了八大山人绘画的发展足迹。这一足迹的遗留，正是八大山人绘画风格不断完善和不

断改进的过程；也是八大山人不断选择，寻找最合适、最能表现自已情怀的艺术语言和

手段的过程；更是艺术风格得以发展和成熟的规律过程。因此，在这个相对不成熟的时

期，要用成熟期的风格模式和这一时期内作品所包含的情感来要求八大山人及其作品，

显然也是不切实际和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 

  第二，面对八大山人早期绘画作品呈现出来的平静风格，是否意味着在刚刚逝去的

   



亡国、家破、妻、子俱死的现实面前，八大山人已将这一切忘记了呢？显然这也是说不

过去的。因为除了前面所说的第一个原因外，平静画面的理由，除了十多年来的佛门生

活和修持结果或多或少地反映到作品中来外，八大山人狂颠还俗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

说明了佛修持的结果，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压抑八大山人在巨大悲痛面前本应当要表现的

情绪。这种压抑也是他后来必然狂颠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从一般的规律现而言，隐

晦情绪的表达，显然要比直接表达情绪来得复杂和困难得多。尽管这一时期八大山人的

内心隐藏着巨大的悲恸情感和躁动情绪，但是客观环境却又需要他用压抑的手段来解决

这一矛盾的冲突。由于这一时期八大山人的绘画技巧即艺术语言的运用还远不能达到随

心所欲的程度。因此，作品的表现力当然也就不能与成熟期的作品相比较。八大山人自

己对此亦是十分清楚的。为了在作品中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八大山人便在绘画形式之

外，运用诗、印、款的形式。使这一时期的作品，最大限度的表现了绘画所没能表达的

情感，从而使其发挥着他想要发挥的作用。八大山人早期绘画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通

过诗偈、印章和款识（花押）的辅助形式，在体现在他想要在绘画作品中的整体思想和

情感的。这种诗、书、画、印互为补充的手段，传统的绘画作品中历代都曾有运用，八

大山人当然也不陌生和例外。以《传綮写生册》为例，这套作品虽然从绘画风格上不具

备有后来典型绘画风格的冷峻和乘戾，但是，作品中表现的对象和所题赋的诗、印、款

形式，均都起到了弥补绘画方面不足的作用。从而使得这套绘画风格平静的作品，在整

体的表达思想和情感方面，具有了不平静的思想内涵。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八大山人有

甲申国变的事实和家破人亡的创痛思想存在，这才会有在无比痛苦的精神状态下，产生

出表达这一痛苦的艺术追求。不断的追求和探索，使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随着时代的变

迁，在适合自己的生存和艺术发展的政治环境中，逐步走向了简约、飘逸和冷峻。 

  对元末乃至全明景德镇瓷器所特有的绘画风格和个性来看，八大山人从民间瓷器绘

画中去吸取养分，从而粼选和概括地创造出自己的绘画风格，这个过程，便不回避地具

有了静散如冰的情绪流露和欢愉喜庆风格展现的作品，八大山人不仅知道这代表着什

么，更是所有的读者都能够加以区别的。因此，八大山人在选择这一风格的最初，即是

具有明确表达自己性格，体现其内心情感和精神状态的需求的。 

  传承关系的存在和八大山人吸收改造、创造风格的建立，决不仅仅是一个传承的关

系了，而是比传承更深刻的精神领域内的思想领域内的问题，是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

条件下，才可能产生的独特风格。 

  因此说，传承风格的选择，是八大山人情感灌输和思想渗透的过程，是八大山人寻

找最佳艺术手段，从而达到渲泄自己的情感和填补心理需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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