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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山水画有它独特的审美内涵，这是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决定

的。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学派、儒家的哲学观以及中唐以后兴起的佛教禅宗思想可谓对中国

山水画影响颇深。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山水画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  

  [关键词] 中国山水画； 审美内涵； 传统文化  

 

  山水画的审美对象是自然景物，是对大自然的歌颂和赞扬，它是主客体相统一的产物。

同时又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都是受一定社会生活和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是说，特定

时代的作品总是反映当时的时代风尚，无论应物象形、意境创造、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总是

紧密联系的。正如中国画家笔下的山水画，不会出现“如西方古典风景画那般忠实于自然美

的具象写实主义，也极少出现如西方现代派那般全然不顾美的抽象表现主义一样”。  

  中国山水画有它独特的审美内涵，这是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指哲学

观、美学观）所决定的。大家知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论点

之一，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亲切和谐、密不可分的。具体到中国山水画，正好体现了

它的“人情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学派可谓对中国山水画影响甚大，庄子强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又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些对中国山水画尤其是文

人水墨山水画的审美理想有极大影响。庄子第一个提出审美超功利性质，“乘物以游心”，

追求精神愉悦。画论中的“澄怀味像”、“畅神”、“怡神性情”等均出于此。还有庄子所

谓“心斋”、“心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作为审美的心理特征，又成为文人画家“意

足不求颜色似”、“不求形似求神韵”的作品精神原动力。庄子还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

分，认为“身与物化”才是理想的审美境界。正由于这一思想的提出才开启了后来的“意

境”说。王维等人的水墨山水，大大发展了水墨山水的意境，对山水画的审美变革做出了重

大贡献，“以诗入画”创“破墨”山水，抒写文人情怀，从而造出简淡抒情的意境；郭熙《林

泉高致》论及如何创造生动优美的意境，体现了当时审美意识的转变。也正由于道家美学观

的参与，才使中国山水画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把美看成是一种令人忘怀一切的特定情

境”，也促使了创作者的想象力“神游乎四海之外”。   

  除此之外，儒家的哲学观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事实上，正是孔子第一个将

山水与人联系起来考察的，他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

寿。”（《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是首次把山水看作是衡量人的某种精神品格象征。六

朝第一部山水画论——宗炳《画山水序》正承传这一观点：他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

味像。……夫圣者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这也正好表明了他对山

水画创作思想的理解，代表了早期山水画的面貌；和他同时期的王微写了《叙画》，也记录

了他的看法，在《叙画》中更具体地指出了山水画的非实用性质，其创作是在塑造中融及精

神的传递，是画家以主观情感作用于客观山水的结果，“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

因此，无主客观的神情交构，情景交融，只能绘制出僵化的形象“灵亡所见，故所诧不动”。

王微不仅指出了绘画创作的严肃性，同时也肯定了山水画的知识价值。石涛的《画语录》可

谓中国山水画论最具有权威性的画论，堪称山水画论的最高峰，它也曾影响着国内外一大批

画家的思想。“山之拱揖也以礼，山之行徐也以和，山之环聚也以谨，山之虚灵也以智” ；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于予也，予脱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山川与神遇而

迹化也，所终归大济子也”。体现了艺术创作的高度境界，同时要求画家应自觉的去体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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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天地山川的生机、活力与灵性，而且与自身的生命力活动紧密交融。这也正是他所提出

的“一画论”的审美要求。这些传统的精神均是在强调“把握自然美所具有的人格的精神意

义”，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思想影响着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格调。  

  对中国山水画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中唐以后兴起的佛教禅宗。禅宗着

重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直觉、顿悟可以达到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

在对待自然美的亲近态度上，禅宗与道家相近，他也希望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获得心灵的自

然通悟和慰籍。苏轼、董其昌、石涛的画论都或多或少吸收了禅宗哲学，以加强对审美个性

和主体再现性追求。其中董其昌是佛家禅宗的直接推崇者。他在系统地总结了文人画历史经

验的过程中，以佛家禅宗又分为南北为喻，推出了“南北宗论”，“尚率真，轻功力，崇士

气，斥画工，重笔墨，轻丘壑，尊变化，黜刻画”。虽然对画史的概括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但提出的美学观念对后世的山水画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由于他片面地追求文人

画的审美理想作为品评绘画的至高标准，致使唐宋以来文人画和院体画审美观点的对立、争

辩和斗争。这从表面看是画坛上的一种学术观点，但深入本质就不难发现，这与当时社会政

治、文化背景下的审美心态有着紧密联系，所以，他又反映了当时特定时代绘画领域里的审

美意识。 

以上概述意在说明中国山水画的审美内涵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其中所蕴含的人

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已经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审美体系大厦的重要支柱，也是当代山水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取其精华，弃除糟柏”，“既有所

吸收，又有所批判，不至驳杂不纯，遵循无轨辙”。让我们站在这个“巨人”的肩上，利用它

的内在规律并融入现代审美意识去继续探求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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