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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点及目标

●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中国历代书画的特点及风格演变。

●  通过本章学习，深刻体会中国书画的审美特征。

本章导读

绘画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它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工具，通过线条、明暗、色彩、构

图等造型手段在平面上描绘或创造各种图像，并借助这种描绘表达画家的审美感受和思想意

蕴。它的主要特征是平面上的可视性和空间性。但是，在二维平面空间上描绘三维空间的客

观事物，是古代画家的一大难题，中外画家都在摸索和寻求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不断的实践中创造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

绘画的特殊形态，中国绘画在观察方式、表现内容、表现形式及所用材料工具等方面都自成

体系，独具风貌。

其一，传统的中国绘画虽然在形象塑造上不拘于外形的肖似，并且画家赋予它们更多诸

如夸张、变形、综合、取舍等抽象性表现因素，但始终没有超越具象和半抽象的底线，没有

像某些西方现代绘画那样走向极端抽象化。

其二，画面的时空表现不同于西方古典绘画表现固定视域的视觉真实，而是通过观赏

者的想象和联想去感受空间意象。例如：用不断移动视点的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并置不同时

空的物象以表现时间上的变化；讲求虚实、疏密、开合、起伏、繁简、聚散等平面布局的构

图；采用高、平、深三远法和计白当黑的处理方式等。

其三，宋、元以后的中国绘画，笔墨意趣成为独立于形象之外的审美对象。中国绘画在

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了各种描法和皴法。墨是横贯于笔线和色彩之间的桥梁，墨法和笔法相配

合创造出无比丰富的表现方法，在宣纸上创造出的特殊韵味成为区别于西方古典绘画最鲜明

的民族特色。

其四，中国画中的色彩表现向着主观意象化方向发展。工笔画使用纯度很高的色彩，产

生强烈的装饰意趣；水墨写意则将色彩淡化，凝聚于不同的墨色中，结合宣纸的渗水功能和

不同笔法，使熠熠生辉的墨色给人以色的想象和审美情趣上的感动。

其五，中国画家历来重视在绘画中表现自己的学识、修养、品格和情操，尤其是元代以

后，逐渐形成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独特形式风格。其中，诗、书、印不仅是画面形式不

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具有生发画意、直抒情怀的作用。

其实，任何理论上的概括都远不如艺术实践那么生动而丰富多彩。欲深刻领会中国绘画

的深奥与独特风格，只有分门别类地欣赏和品味那些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具体作品才是最通达

和便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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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壁 画 欣 赏

背景资料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早期作品大都湮灭而不可见，只能根据文献描述推想其状况和形

态。流传下来的早期卷轴画作品，也多为后人摹制，即便如此，唐以前的作品也是凤毛麟

角。那么，欲了解中国早期绘画的形貌，最直接、最可靠的来源即是考古发掘的墓室壁画和

现存石窟、寺庙中的壁画。

1．《出行图》

北齐皇室姓高，定都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地区)，其疆域大抵包括今山西、河北、山东、

河南等省。太原在北齐为晋阳郡，是行政、军事要地。墓主娄睿是鲜卑人，他的姑母是北齐

开国之君齐高祖高欢的皇后，乃皇室外戚，官至并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始平县开国公(东安

王)，死后谥号是恭武王。

《出行图》如图2-1所示，完成于北齐武平元年(570)，现存71幅，1982年在山西太原南

郊晋祠王郭村出土，现收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壁画布满墓道、甬道和墓室，共有200多
平方米，保存较好。墓道两侧各绘三栏壁画，墓道东壁是出行队伍，西壁是归来队伍，皆反

映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虽然带有鲜卑族的特色，但是其画风受南朝影响也比较明显。

图2-1　《出行图》

从画面构图技巧来看，出行画面以三头奔犬为向导，继以鞍马游骑、载物驼群，其间穿

插武装骑卫、胡奴、徒附……归来的画面亦为鞍马人物、驼队和马群，表现了收获累累、满

载而归的情景。画面虽人物众多，却主次分明，相互穿插，密而不塞。作者利用遮挡藏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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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构图，使之既有时间序列感，又有浩繁场面的空间感。

从画面表现技巧看，人物及鞍马的造型准确而又生动自然。如《出行图》中，穿白袍者

的坐骑枣红马，右腿前伸，左腿屈向后抬，胸部转向左侧，两耳迎向后听，眼光炯炯有神，

似在窥探动向，听命待发。

从壁画制作技法上看，墓道壁画是将壁面用石灰抹平，而后用竹签之类的东西趁湿勾出

轮廓，再用墨着色。娄睿墓壁画非常强调凹凸明暗的效果，如所画门官之鼻、颧、额等凸出

部分皆用淡红晕染四周，所以很有立体感。在借鉴外来技法的同时，娄睿墓壁画用单线勾勒

再填以重彩的中国绘画特点仍十分突出，线条遒劲圆转且用线准确。

从颜色使用上看，以朱、土黄、石绿、石青、赭、熟褐等为主，十分沉稳、厚重。早期

汉代墓室壁画用色简率的作风已荡然无存，而是过渡为平涂与晕染相结合，特别是色阶过渡

自然的晕染已成为普遍的着色法。色彩虽以矿物色为主，但仍是薄施浅染。对于晕染的重视

和晕染的精微化，则是此墓室壁画区别于汉墓壁画的地方。与同时期的石窟壁画相比，娄睿

墓壁画的色彩是素淡的，更接近东晋人物画的传统。

从墓主人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壁画精湛的技艺来看，有人说是出于北齐“画圣”杨子华之

手，但根据尚不充分。如果说是当时的宫廷画工模仿杨子华的画法也许比较贴切。不管史论

家们有着怎样见仁见智的看法，但是关于此壁画是迄今发现的、高水平的北齐绘画的观点是

没有异议的。

2．《萨埵那太子本生图》

《萨埵那太子本生图》如图2-2所示，见于敦煌莫高窟254窟南壁，是北魏壁画的代表作之

一。该画纵165厘米、横172厘米，描绘了释迦牟尼的前身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看过

它的人无不被其飞腾动荡的气势所震撼。

从画面构图技巧来看，此图用了“异时同图”结

构，即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活动巧妙地

交织在一个画面上，打破了故事中的时空观念。“观

虎”“刺颈”“跳崖”“饲虎”“报信”“哭尸”“收

骨”“起塔”八个情节被安排得密而不乱，统一中又有

变化。

从壁画制作技法上看，此图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的文化与西域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壁画的具

体制作步骤是：先以土红在泥壁上起稿，勾出人物肢体

面部的轮廓；赋彩时，人物以西域传来的明暗法晕染，

以突出立体感；然后再用浓重的铁线描定型完成。我们

常常会感到定型线与起稿线不吻合，出现影像重叠的现

象，但这样能更显其深邃和繁复。此画在明暗法的基础

上加强了中国线描的表现力，如画中景物和人物衣饰上

的白线，细腻流畅，如春蚕吐丝，与用明暗法浓重的晕

染色块形成一柔一刚的对比，极富韵致。图2-2　《萨埵那太子本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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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画面表现技巧来看，画中人物比例修长，面部丰满，表现出优美的形态和立体感。此

图以青、白、棕、黑等冷色调为主，显出幽冷沉重、阴森凄厉的气氛。由于时光的流逝，色

彩发生了变化，灰暗浓重的色彩掩盖了造型线，原来人物形象的肉红色变成了紫灰色、棕灰

色；原来并不突出的眼鼻现在黑白分明；原来沿轮廓线细心晕染的痕迹变成了一条条粗壮有

力的线条。所有这些变化共同形成了一种特殊面貌，增加了画面的沧桑感。

《饲虎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极度痛苦表现的回避。被老虎啖食的场面一定

是残忍恐怖的，但王子舍身饲虎时的面部表情却始终保持着安详和泰然，没有极度的痛苦；

他的身体被饿虎啖食后，并未“血肉模糊、骨骸狼藉”，而是仍然保持着完整，好像毫发未

损。这情景使笔者想到尸毗王割肉喂鸽时，虽然佛经上说他身上的肉即将被割殆尽，但他的

躯体仍然完好无损。之所以不表现痛苦，是因为其文化渊源。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主张“乐

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就是说，无论高兴还是悲伤，都不能过度，要有节制，扭曲的形象

不利于表现理想美。王子是一个不顾生命舍己救人的勇士，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饿虎的

生命是他的快乐，平静安详地死去更能体现佛教中宣扬的“仁慈”。这种表现手法类似于古

希腊艺术对“痛苦与绝望”的回避。

拓展知识

莫高窟简介

南北朝时期，中原本土政治混乱，战争频繁，百姓生活在困苦之中。由于佛教宣扬

苦海轮回，当世忍辱，求得来世成佛，进入极乐世界，使佛教真正走入了苦难深重的民

众心中，同时也成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由于佛教盛行，加之建寺、开窟、造

像、图壁等活动的进行，佛教美术得到了长足发展，繁荣兴盛，累世不衰。

位于甘肃省戈壁滩上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开创于前秦(4世纪)，历经北魏、西魏、隋

唐、五代、北宋、西夏、元，建造历史达千年之久，现存壁画达45 000多平方米。同

时，各个朝代又有其不同的特色。例如，北魏时期的壁画具有敦煌早期壁画的风格特

点：一是不太重视面部刻画，而强调姿态动作的传情，显得格外朴拙；二是避免真实的

三维空间感，而以二维空间的平面感来取得装饰效果；三是题材以佛祖释迦牟尼前世故

事即佛的本生故事最多，还有描绘佛祖一生经历的佛传和普通人出家成佛的因缘故事；

四是线描粗壮有力，色彩多用红、白、蓝、绿等原色，显得沉厚而浓烈。

3．《伎乐图》

《伎乐图》是唐代敦煌莫高窟112窟的壁画。与长期分裂、连绵战祸的南北朝相比，唐代

是相对稳定、繁荣昌盛的统一王朝，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艺术领域内，从隋唐开始佛教壁画的题

材和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敦煌莫高窟112窟的唐代壁画《西方净土变》形象地反映了当

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正如李泽厚所说：“北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

得心灵的喘息和神的恩宠……唐代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取得心灵的满足和

精神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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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112窟的形制虽不大，但其左壁的《西方

净土变》所展现的视觉空间却是无限辽阔的。一走进

洞窟，你就会被这热闹、动人、绚丽的彩色壁画所震

撼，只想双足腾空，飞进这歌舞升平的天国，只想让

自己的躯体和灵魂一并融入这画中。

壁画中的伎乐场面是唐代乐舞的一个生动的缩

影，《伎乐图》的构成如图2-3所示。

从画面构图技巧来看，以左、右各三人为乐队，

均席地而坐，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六位乐师或

拨琵琶，或奏阮咸，或弹箜篌，或击钟鼓，或吹长

笛，或吹排箫，似乎有婉转铿锵、荡人心脾的极乐之

音，在西陲大漠中响起，传入人们耳中，又汩汩地如

清溪般流入人们的心田。

从画面表现技巧来看，中央是一个舞伎，这是

画面最为精彩之处。整幅画静中有动，动中寓静，节

奏明快，人物与景物的安排错落有致，有一定的空间

纵深感。只见她姿容秀丽，体态雍容，在洪亮的乐声

中，跳起了“反弹琵琶”，舞姿婀娜，美轮美奂。

这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任岁月剥去红装，伤痕

累累，但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和华贵、绚丽之美。

乐师手指的屈伸、嘴唇的鼓吹、眼波的流盼，无不与

真实的演奏情景相符合。线描流畅明快，一气呵成，天衣飞扬，满壁风动，颇有“吴带当

风”之韵。这充分体现出唐代佛教绘画已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色调以石绿、赭黄、铅白为

主，既绚烂多彩，又典雅妩媚。栏杆、台阶界画工整，加强了乐舞场面的空间氛围。

我们不得不佩服民间画工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如此纷繁复杂的形状，如此瑰丽多变的色

彩，竟能指挥若定，安排得有条不紊，真让人叹为观止。

4．《朝元图》

山西永济永乐宫元代道教壁画是道教绘画发展到高水平的范例，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民

间画工，但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永乐宫壁画透过宗

教的面纱曲折地表现了现实人物的社会生活，对于人们全面认识传统绘画，以及在创作上借

鉴古代艺术经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清殿又称无极殿，是永乐宫的主殿，供奉着道教最高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太上老

君，合称为“三清”。《朝元图》如图2-4所示，就是三清殿内一幅有名的壁画。壁画高4.26
米，全长94.68米，总面积为403.34平方米，代表了元代宗教壁画的最高水平。此图描绘的

是六天帝、二帝后率领众神仙朝拜三清的场面，所绘神近三百位，祥云袅袅，仙袂飘飘，

极富气势。

《朝元图》是以南极长生大帝、东极青华太乙救苦天尊、紫微北极大帝、勾陈星宫天皇

大帝、太上昊天玉皇大帝、后土皇帝、东华上相木公青童道君、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

图2-3　《伎乐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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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八位主神为中心，周围环绕着玄元十子、三十二帝

君、北斗七星、二十八星宿、天地水三官、历代传经

法师、十二元神及五岳、四渎、十太乙等神祇。主神

身高达3米，周围的群神也在2米以上。其构图之恢

宏、气势之雄大，可谓“妙绝动宫墙”。

从画面表现技巧来看，图中人物造型生动、神

情面貌各异，人物众多，却无一雷同，且都能表现出

鲜明的性格特征。帝君王母庄严肃穆；仙道儒贤多为

峨冠博带，面容清俊；天王力士威猛彪悍；玉女秀丽

端庄、面如满月、口若丹朱，观之可亲。显然，画家

依据形形色色的世间形象虚构了画中这些神祇仙人，

“每一个形象都是那样引人、那样富有韵味，像是

一部历史人物的总汇，值得你反复探索和回味……近

三百身群像男女老少，壮弱肥瘦，动静相参，疏密有

致，在变化中达到统一，在多样性中取得和谐”。

从壁画制作技法上来看，此画以墨线为骨，采

用色不压线的传统工笔重彩法画成。人物衣纹飞扬驰

骋，每根墨线都是刚劲流畅，磊磊落落，一气呵成，

有“力透墙背”之势；众仙家的须发画得细密、柔

韧，根根拔肉而出，富有弹性，充分发挥了线条的表

现力。此图设色厚重丰富、绚烂端庄，以青绿为主，兼施朱砂、朱膘、蛤白、石黄、赭石等

矿物色；人物饰品和金属器皿采用沥粉堆金的方法，即先用白粉勾塑出凸起的线条，在线条

限定的范围内施以金粉，这样既增强了对象的质感，又可产生金碧辉煌的效果。

永乐宫修建历史

金、元时期，随着道教得到统治者的利用和支持，道观的建设也具有一定规模。

据现存宫中碑文记载，永乐宫原是道教祖师吕洞宾故居，唐时建“吕公祠”，金末

改祠为观，1231年毁于大火。全真教的披云真人宋德方在山西平阳玄都观校刻道经时，

见永济永乐镇纯阳观残破，倡议扩建为宫。

1232年，元太宗敕令升观为宫，并派燕京都道 潘德冲任河东南、北两路道教提

点，主持建造，经过了十来年，到元中统三年(1262)完成主体建筑，直至1294年才全部完工。

其各殿壁画完成时间大约在1325—1358年间。单从建筑时间也可推想出当年工程之

浩大，描画之精微，使永乐宫成为全真教宣扬教义和其正统性的祖庭之一。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因修三门峡水库，就将其全部建筑连同壁画原样迁于芮城县城北龙泉村。

(资料来源：金维诺．永乐宫壁画全集[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图2-4　《朝元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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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卷轴人物、风俗画欣赏

背景资料

在众多中国古代绘画遗存中，数量最多的便是卷轴画。所谓卷轴画，一般是指画在纸、

绢上的作品。为便于收藏、保护，装裱成各种形制。我们将装裱成横长竖短、可边舒卷边欣

赏者称为手卷；将装裱成竖长横短或方形、舒展后可供张挂者称为挂轴；将若干小幅作品装

裱在一起者，分之称页，合之称册，或合称册页。以上这些形制统称为卷轴画。其中，手卷

源于卷册式图书，东汉时期已出现，至南朝确立，盛行于唐，延续至宋、元；挂轴粗成于

唐，完备于北宋，南宋后成为主要形式；册页的出现不晚于北宋，但元代尚不普遍，盛行于

明、清。

以人物活动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卷轴人物画，兴起并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扩大了

题材内容，而且其画法风格由略趋精；隋唐五代可谓卷轴人物画发展的高峰期，随着题材多

样、融合西域画法、应物象形能力的提高，心理刻画、细节描绘等表现能力的完备，形成了

绚丽多姿的时代风格；两宋的卷轴人物画虽然不及唐代繁盛，但题材内容更加接近现实社会

生活，技巧更加纯熟，个人风格更加突出；元以后卷轴人物画逐渐式微，明代中叶以后虽有

所复兴，但终不能力挽衰落之势，直至晚清，人物画具有了更多的市井气。

1．《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东晋，顾恺之(传)；取材于西晋文学家张华规劝皇后贾氏的《女史箴》一

文。“箴”为古代一种短而有韵的文体，常含规谏劝教之义。“女史”是古代女官名，掌管

宫内皇后的各种礼制文书。此图被认为是最接近顾恺之原作风貌的唐代摹本，也是我国能见

到的最早专业画家的作品之一。

《女史箴图》全卷应有十二段，唐摹本尚

存九段，绢本设色，25.5厘米×377.9厘米，现

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修容饰性》这一段如图2-5所示，把“人

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的抽象说教表现为

贵族妇女正对镜梳妆的场面，她们的身姿仪态

和服饰用具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对镜者

脸呈圆形，颇具“秀骨清相”的特征，端庄矜

持、娴静肃穆；站立者身材修长，脸形趋瘦，

左手绾发，右手持栉而梳。

《女史箴图》描绘的是古代贤德妇女，其

事迹不同，时代、地域也不相同。全卷将众多

故事一一表述，同时又能够重视风格的统一，图2-5　《女史箴图》(局部 《修容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