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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中国画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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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画中我最喜欢潘天寿的，我认为潘天寿是在中西比较中，以拉开距离，保持中国画独立的民族性来确立自

己艺术位置的。许多方面的观点也是站在传统绘画上来说的。但传统的观点，绘画方式与现代人们的审美、观念、

精神有很大的冲突。就单以传统中国画的特征来讲，从潘天寿的画论中，传统中国画的特征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

面： 

  1.“中国绘画的表现技法，向来是用线来表现对象的一切形象的。辗转延续到现在，造成了中国传统绘画高度

明确概括的线条美。”线的运用在传统绘画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 

  2.中国传统绘画是文史、诗词、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在画面上的综合表现。 
  3.中国绘画作为东方绘画的代表，尤为注重表现内在的情韵、意境、格趣。 
  4.齐白石说：“妙在似于不似之间。”追求神似而不求表面的形似，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 
  就以上几点说一下我对它们的认识。 
  一、线的弱化 
  在中国古代美术中，线的运用从原始社会起就一直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加之中国书法用笔与绘画的相似性，对

线的关注也备受重视。 
  线的弱化，一方面是由于世纪初对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引进，传统的具象、抽象和平面性的“线”与有明暗、

有体积感的西方绘画相矛盾。这是东西方两种艺术在矛盾冲突与融合统一的过程中的必然矛盾，也是必须解决的矛

盾。 
  传统的没骨和用色彩表现的倾向是线弱化的另一个角度。没骨法在清代的花鸟画坛是垄断一时的。这种无勾勒

而纯以淡雅的色彩直接作画的画风与西方水彩画有几分相似，其实海派的任伯年、吴昌硕已在大量运用色彩。色彩

的提倡是本世纪画坛的又一重要倾向，如林风眠的彩墨画就是兼用线条、明暗、色彩三种造型、表现手段的典型。

傅抱石也注意到这点：“中国绘画传统形式和技法的本身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基本上是用线组成的中国绘画，

色彩受到一定的约束，色彩若无限制的发展是线所不能容忍的。像‘没骨’形式，虽然它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结

果只有消灭线的存在。” 
  二、诗、书、画、印的综合与画中的情韵、意境 
  对于一幅传统的中国画来说，把诗、书、画、印结合起来，似乎才表现得更为完整，更有特色。这在西方绘画

中是没有的，这是中国画的又一个特征。 
  在传统绘画中诗、书、画、印结合，可以把几种艺术融为一体，相互辉映，既能丰富画面内容，又能扩大画面

的情韵、意境，四者是不能缺一的。但新的中国画是否一定如此呢？现代的许多画家已作出了答案。由于时代不

同，作画的对象、画家的心境也不同，画上要不要作诗、题词已不是那么重要，诗、书、画、印已被作为绘画的一

种符号来运用。对“画中有诗”命题的一些看法一位老教授曾说：“作画最好先有诗意，然后发生画意，这样的画

才能有意境。”“以诗作画，应抓住诗最突出的特点，并非要罗列字句中所有的东西。” 
  三、神似与形似 
  齐白石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追求神似而不求表面的形似，这是中国传统艺

术的特点。 
  “以形写神”首先是把形作为基础，离开了形，神是不存在的。但是同样是写形，传神的程度又有所不同。为



写形而写形，所描绘的对象是僵化的没有生命的。只有以传神为目的进行写形，并对形的神韵做应有的强调、取

舍，甚至进行夸张、变化，才能真正达到“以形写神”的目的。 
  有人主张：“只要形似，神似即在其中。”这是一种“但求形似”的观点。神是什么？神是神态、神韵。画人

物，讲究人的神态表情、性格、精神气质，这些都是属于“神”的问题。而花卉、植物、石头、禽鸟、草虫虽然没

有人那种灵气和喜怒哀乐，但都应把它们当成人来画，给他们赋予灵魂与精神生命，一定要表现出它们生动的姿

态，表现出它们的表情和神韵，这些也都是“神”的问题。形似与神似并不成正比。平平淡淡画一张素描肖像，形

较准但不一定传神；画一张漫画像，形不太准，但可能很传神。这是漫画家把对象的特征、神态抓住了，并加以夸

张、强调的结果。 

“似与不似之间”又是中国画的表现方法所决定的。与西方造型体系不同，中国似乎更重视追求“不似”之

美。西方画表现物体并不强调边线，因为客观上物体并不存在边线，那只是面的过渡而已，而物体的外轮廓往往是

通过背景与物体之间的明暗互衬及色彩的冷暖对比而表现出来，不是勾出来的。高明的画家在处理边线时往往是朦

胧的、不清晰的，这样更能体现面的转折，更有立体感，更有客观物象的真实感。中国画的主要造型手段是线，以

轮廓线表现物象本身就是一种提炼。这种表现的效果与客观物象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使是很写实的工笔画一样

存在这些问题。 
  我想我们的信息社会尽管很发达，人们不断朝着未来去遐想，但是我们不能背弃历史。我们要非常重视自己的

传统文化，从传统中寻找动力，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来思考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表达方式，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性质与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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