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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美学思想之比较

作者：张卫峰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 要：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风景画”虽然都以自然山水和风景为题材，

但属于两种不同的绘画体裁，在作画方式和表现手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山水画家

在自然中虚静养气、畅神达意，体现的是一种林泉高志，这正是山水画之东方精神；而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风景画是科学地再现客观世界的形式，追求形式的数学逻辑与和谐

完美，表现逼真的自然空间。本文重点论述了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两种不

同的绘画形式及空间表现方法，认为其根源是中西不同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精神所致。  

  关键词：山水画；风景画；中西美学思想比较 

  人类与生俱来就拥有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身边环境的关怀。从遥远的古代开始，艺

术家即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付诸于画笔，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样的山水画或风景

画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长期以来，中国人把山水画看作仅次于书法的一门高难度的视觉艺术，要是画人物

或花卉，画家能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少，但创作以山水为题材的绘画，就能体现炽热的情

感，浓郁的诗意，以及深厚的哲学观念。所以山水画成了中国早期特别丰富和广泛的艺

术语言。苏试的“书画同一律”中的“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山水画。可见山水画在

中国艺术当中的地位是其它艺术难以达到的境界。  

  要分折评价中国传统山水画独特个性和特殊规律，探讨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异同

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中国绘画而不去顾及西方风景画的历史情况，更是不

恰当的。对中西绘画作比较研究，实质上也是探索两者的“异同关系”。中国的山水

画，作为中国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属于写意的艺术，而欧洲的风景画，作为

欧洲绘画体系的一部分，本质上属于写实的类型。艺术的写实与写意并没有价值判断高

低优劣之分。写实与写意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写实中不可能没有写意，而写意中也不可

能完全没有写实的因素。否则，写实则成了机械的模仿实物而无主观感情成分。写意也

会变成脱离自然物象世界的纯粹抽象人的感官将无法把握。欧洲写实艺术之所以经久不

衰，正是因为这种艺术在具体描绘(也是有取舍的)对象的同时，寄托了作者的主观感

情，是一种恰当的艺术表现方式；中国的写意山水画，之所以没有被西方的抽象艺术所

取代，正是因为这种艺术在抒发主观感情的同时，没有完全离开具体物象世界的描绘，

在视觉上能引发人们的与具体描绘对象有关的联想，给人们以美的启迪与享受。  

  中国的山水画走向独立要早于西方的风景画千余年。这是可以肯定的。“独立的中

国山水画出现在魏要南北朝之间(公元4世纪前后)，而西方的风景画出现在17世纪的荷

兰。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比欧洲要早1000多年”。这种局面由特定的东西方的文化背景所

导致的，在中国动荡战乱的魏晋时期，因孔孟之道的约束而不可能继续发展，在思想意

识上，继汉末腐朽的经学束缚被冲破后，产生了玄学。在魏晋时间的玄学大振中，人们

逐渐自觉主动地体会山情水境。徐复观说：  

  在魏晋之前，山水与人之情绪相融，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地对象，也不一定是

为了满足美地要求。但到魏晋南北朝，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地对象，追求山水，主要是

为了满足迫寻者的美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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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好山水之游，重视山水与修养的关系，是魏晋时期之风气。不仅身居高位的简文

帝出入华林园，主动地去亲近山水，而且大批的文人也将热情投放到高山名川中。要在

山水中得到尽情地满足。所谓“纵情于山水之间”，对魏晋文人来说，不是夸张之语。  

  中国北魏时期的石刻作品《孝子棺石棺线刻》(图1)所刻绘孝子故事，刻画山水的形

象已表现出很高的水平。画中主要以山水连缀故事，出现了山石树木与人物的比例基本

谐调，有一定的空间效果，不再是“人大山小”呆板形式，反映了早期山水题材的面

貌。在《佚名》作品《逃往埃及》(图2)年和后来意大利画家提香的作品《逃往埃及》

(图3)两篇同名西方画作中，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西方风景题材一开始也是作为人物活

动的背景而出现的，风景只是人物活动的点缀和衬托。这和中国山水画的出现形式的命

运基本相似。尚处在：  

  其画山水，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哄

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1494年西洋风景画最重要的先驱之一的德国画家丢勒的作品《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风

景》(图4)和尼德兰画家帕特尼尔画了一幅名为《渡过冥河》。在这两幅作品中，特别是

前者，可以说自然风景作为绘画的主要题材占据了整个画面，而且还特别注意表现光影

的变化。为西方风景画成为独立的绘画科目尊定了基础，也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方最

早的独立风景画。现存西方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贝诺佐>戈佐利的风景作品《东方博士的

行列》，它和魏晋时期山水画的形式大同小异。也是群峰排列，比例不称，山中点缀很

多复杂的禽兽之属；也有表示纵深方面的画境，和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中的构思相

似，只是年代相差甚远。戈佐利的这幅风景画空间感的效果不佳，可见这时西方风景画

的也处在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以表现自然的风景画到十六、七世纪方才出现在西方国

家比中国二三世纪就出现以山水为题材的绘画要落后十多个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文艺

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描绘自然风景的绘画终于从单纯作为人物画背景的状态中解放出

来而逐渐成为独立的画种。这和中西艺术意识基础的不同有关，这种不同制约着艺术所

表现出来的自然风貌的不同。  

  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人与大自然处于分离的二极状态，人与自然各成系统。自然

界的万事万物与人同样，都是由一个无法直观的宇宙实体创造出来的，它们与大自然的

真谛隔了一层(与中国文化不同，将在后面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站在同一层面上的并

列关系，人、自然万物与宇宙本原的关系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显现。人和宇宙本原，自然

界的万事万物始终是一个物我互相观照的“对象”。这种物我间存在的关系往往会因种

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且自然本身的形式变化或者人类意识的发展、变化，

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关系的变化。因此，在西方艺术史上，画家对自然宇宙情感上亲与

疏，都随着文化中的自然意识和人与自然关系性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古希腊艺术向我

们展示的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这种和谐、宽松关系的建构是以人对大自然的

宽容为代价的，所以表现某种自然力的神，往往借助人的形体来表现，古希腊艺术的写

实形体，极为恰当地表现出了人与自然走向融合的所谓静穆的伟大。“希腊人的艺术形

象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沉静的灵魂，尽管之灵魂是处在激烈情感里面；正如海面上尽管是

惊涛骇浪，而海底的水还是寂静一样”。这种艺术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的

相容关系是相对性的。之后的文艺复兴文化注意人与现实、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

必须在新的意识层面上重新走向和谐。所以文艺复兴的艺术表现出力图向古希腊、罗马

艺术回归自然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是因为它在追求取消人与自然、精神与物

质、尘世与天国之间的距离时，感到同古代意识契合，它向人们展现出的是在人与自

然，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中重新找回曾经失落了的和谐。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山水画表

现出对大自然的极大兴趣，当时的风景画家从平凡情感与自然物质性和谐一致出发，创

作出自然美的形象，同时也出现了可确定画家立足点的地域性风景画佳作。如德国画家

丢勒的水彩风景画和阿尔特多斐的风景油画作品。“在17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

荷兰，风景画在以雷斯达尔，霍贝玛和维米尔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风景画家的画笔下得到

了发扬光大。法国画家普桑和克劳德>洛兰也创作了以古代神话人物点景的“英雄风景

画”。意大利的卡拉奇、西班牙的格列柯和委拉斯贵支等绘画大师都为风景画作出了重

要贡献。”总之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的风景画和中国的山水画有着同等的“得遇”

两者都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出现的。之前西方一直是以宗教题材的人物为绘画主题

的。  

  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以人的精神作为宇宙精神的一个有机部分，因为在中国

人的内在世界是可以同宇宙自然相构通的。这在老庄那里体现的最为清晰。他“道”法

自然，祟尚自然，往往借自然来说明其中之真谛，在魏晋时期，大批文人画家将热情投

   



放到大自然之中。从根本上说人的精神就是一种宇宙精神的观照，它来源于宇宙，最终

也必将回归于宇宙，宇宙精神是永恒的，自然也是永恒的。所以，画家的生命精神是应

该在与自然精神的交融中获得的。在这种意识基础上，中国画家对自然山水的爱好是热

列的，自然景物被视为与人的生命密切关联的物象从魏晋时间开始而得到永久性歌颂。

中国山水画对画家情感的表现，很少通过对画家自身的描绘来实现，一般是在自然景物

中得以寄托。这时的画家作画，总是把自己的声音融入到大自然的声音之中，画中见景

不见人，而又处处透人意。中国的山水艺术，对自然的崇尚，我们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

对某种题材的偏好，也不能仅仅从其它外部因素的作用方面去考察。因为这种考察足不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绘画对自然景物的审美发掘要比西方绘画早得多、完备和兴盛时

期也大大早于和长于西方等问题。其实这种艺术现象是中国艺术关于哲学、美学思考的

结果。中国文化开始对宇宙体系进行探讨的时侯。艺术就因充当这种探讨的表现形式而

出现了。这个探讨成果地位的确立，对文化心理的制约作用也就产生了。绘画作为一种

意识活动的方式，必然要受到这种宇宙精神的观照。于是作为自然形象的中国山水画便

成为魏晋时期绘画艺术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不同之处及

山水画早于且盛于西方风景画的原因之一。  

  如上述，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由于各自表现人对客观自然的关系，主观上存

在根本区别，所以中西绘画艺术在其绘画作品“客观方面内容”与“主观方面内容”的

构成比重上，也就不相同了。西方风景画家大多是向外探索而偏重“描物”——描写外

界事物呈现于人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中国山水画家则偏于内向，故重“表现”自我

之所感及所识，亦即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统一起来的对象与画家双方内在生命律

动之“气韵”，这就是中西画家各自处理人和景物的关系的差异之处。  

  李志雄先生说：中国的山水画所表现的是一种情趣，一种气氛，所要创造的是一种

整体的意境。他们的外师造化不同于西方画家的摹仿自然。他所说的整体意境就是中国

山水画不象西方风景画那样，截取生活中的某个片断、某个方面加以描绘，而是以自己

的感情为主，通过心灵的观照，去摄取某些物象，来构成某种景成境，从而形成一个自

足的艺术天地。如董源的《潇湘图》(图7)的清新秀润和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图8)

沉着古朴，都以不拘囿于物象真实感的色彩，造成了使人获得独特感受的艺术境界。而

西方画家却站在自然的外面研究和描写自然。他们携带写生美和油画箱对自然做一笔一

画的摹仿，他们关心对象的数理形式——几何比例、色彩光线和物理时空等绘画技巧。

中国的“外师造化”却是游心自然把自己化人宇宙万物之中，去体味道之浑涵汪茫、悠

悠无限和提净自我的胸怀。心灵的澡雪与美的观照是同步的。张彦远说：  

  钟隐小居闲旷，结茅以养恬和之气，亦为画山川以自娱。  

  这种独特的审美观照方式，决定了中国山水画家不是直接向自然攫取创作母题，而

是在自然中虚静养气、诱发灵感、畅神达意、制造氛围、情趣来体现作者的精神品格，

这便是中国山水画之精神。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风景画不是科学地再现客观世界的形式

的基础，就是摹仿的方式和数学逻辑，因而，追求形式的和谐与完美，追求表现事物本

身的特征，侧重在空间中展开，追求逼真的自然时空，面对反映现实生活就成了西方风

景画的主要精神。  

  西方风景画家作画时，通常都是画家立定或坐定于一固定处所面对景物，以景物为

对象，由“我”观物，重在写其眼前所见之物象。而中国山水画家作画，一贯乃以“画

中人”身份作“画中游”，而在其“游赏”过程中，饱游饫看，“搜尽奇峰打草稿”(石

涛语)，所写并不限于画家一时一地的“眼之所见”，每皆超越固定时空，多属亦物亦我

或亦我亦物的“心”之所想——或曰“应目会心”之领悟。所以中国山水画在于着重传

达人与景物相默契之某种意趣，意境。从这里便知中、西绘画的根本区别，绝非仅仅在

于各自艺术语言的差异或其造型手段的不同以及其他种种技法方面、工具材料方面，乃



至画面表现样式诸方面各具特征而已。  

  在中国山水画刚一兴起，魏晋时期的王微就以“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

画之情也。”道出了艺术的构思活动和精神活动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明确地反对

自然主义的写生和创作方法，为中国山水画创作尊定了一个正确的基础。西方风景画家

在比王微晚了一千年后还在争论要做大自然的儿子，还是孙子。虽然王微的说法还不能

说是十分严密的科学。但比起西方十六世纪才正式有了以风景为主题的绘画却要高妙得

多。洪毅然先生说：西方风景画太象自然，中国山水画艺术太象艺术。  

  这里的“太象艺术”，意思无非就是：包括绘画在内的中国一切艺术，就其“艺术

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实乃更高、更丰富一些。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曰：“画本乎立意而归于用笔”。如果“立意”是包

括“达意、抒情、造境”兼而言之的话，那么显而易见，为实现其“立意”而道于“笔

墨”，大大地重视“笔墨”技巧，也是不得而然的，且对“笔墨”之讲求，又不仅只为

“描物”，更须于其完成“造型”之同时，除起“描物”作用外，兼要于其“笔墨”本

身，能够具有相对独立的种种意趣之表现。在笔情墨趣中，具有更多一层审美因素，所

以更加耐人寻味。  

  中国山水画由于具有以上这一大优点有较强的艺术魅力，它的艺术魅力，还同它的

创作一贯“以诗为法”、“以书为骨”密切相关。“以诗为法”，就是用作诗的思维作

画。凡所表现的内容都是画家得之于“心”的“诗”之意境，所谓“诗情画意”，并不

仅仅局限于来自视觉世界的感官印象往往是超越视觉范围的。虽属于“视觉艺术”，却

可同时曲折地表现视觉以外的内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久已成为传统。简言

之，也就是以画作诗。“以书为骨”就是要求画中笔墨，必须具有书法功底，书法意

趣，即以书法笔墨作为画法之基础。书与画，本来“同源”，而且“同体”。在中国从

古到今，凡善书者往往也善画，善画者亦爱善书。“书法”中仅次于“气韵生动”的

“骨法用笔”一法，如果不是早就已与书法结合起来的一种特殊要求，中国山水画艺术

又怎么能有异于西方风景画之所谓“线条”或“笔触”呢?  

  中国的写意山水画，强调从作者的主观感情出发去审视自然，要求画家尊重自然，

以形写神、以景写情。关于形与神，景与情的关系，中国历代画论有许多非常精辟的论

述。是讲它们之间关系的辨证统一，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所以

中国的写意山水画，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做文章。黄宾虹说：  

  西人之艺术专尚写实，吾国之艺术则取象征。写实者以貌，象征者以神。此为东方

山水艺术独特之精神。  

  他又说：  

  画不徒贵有其形似，而尤贵神似；不求形似，而形自具。非谓形似之可废而空言精

神，亦非置神似于不顾，而专工形貌。  

  在中国绘画理论中，有不少视形似的论述，如苏东坡有四句名诗：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以此诗，定知非待人。>>虽无常形而有常理。  

  这里实际上是说中国山水画不必斤斤计较于“形似”，这和西方写实体系的艺术完

全不同。西方风景画与中国山水画重视反映客观真实是有差异的。前者注重传达视觉之

真实，而后者则力图寻求心灵之真实。  



  总之，中国山水画所着重追求的，不在于为描物而描物，而是要创造出画家与自然

景物交相契合的一种审美经验之境界，不同于西方风景画家要写其眼前所见的客观景

物。 

  原载《艺术百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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