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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画的历史源远流长，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核心，反映和融汇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审美情趣
。
《青年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中国画艺术文化》概述了中国画的渊源、功能、工具及表现形式，进
而从历史源流分析中国画发展的内、外在因素，讲述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等。
在此基础上，《青年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中国画艺术文化》还对不同中国画表现体裁的艺术特点
，对具有代表性的国画家及作品进行了简单介绍，特别是对近现代历史中的中国画是如何随着中国艺
术家的迁移而传播到海外的部分情况进行了介绍。

　　《青年学生素质教育系列教材：中国画艺术文化》可作为各级各类学校艺术和设计等相关专业学
生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广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教材，还可作为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中国画文化
的启蒙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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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类型化　　古代中国绘画总是将现实和理想结合在一起，并不要求画家个性的突出和发展。
画家一方面认为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理想，但是又觉得现实中的美远离理想中的期待，因此将现实中所
有的美概括集中起来，兼采众长，将现实中的形象塑造成理想典型规范的形象美。
　　这种定型化的模式、概念充分地体现在中国画的所有体裁中，如中国人物画的面部画法“三白法
”、“三停五步法”、人物画服饰的“衣纹十八描”等。
不同类型的人物，都有固定的画法，这种类型化的固定模式在民间绘画中更甚，如画诀：“金人物、
玉花卉、模糊不尽是山水。
富道释，穷判官，辉煌耀眼是神仙。
秀美女，呆财神，眉目不正大罪人。
”这种类型化的美虽然鲜明、强烈、感人，但是缺乏个性和多样性。
　　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模式基本上已经超越现实中的任何个体，所以规范化的符号适用于任何中国画
体裁。
虽然缺乏开拓性，但是却为中国绘画美学的“功夫”、“基础”等形式美和伦理、道德等内容创造了
规范条件。
　　3.模糊性　　中国绘画美学观点兼具模糊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
它是以客观的形、理、神和主观的情、心、思兼备来加以概括，把这种主、客观统一的完整构思称为
“意”。
但是也有将画家主观情感单独称为“意”，把绘画对象称为“象”，而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就叫“以
意融象”，统一体称为“意象”。
“意象”又与“意境”、“典型”相近。
　　在创作时，偏重于再现的艺术注重塑造艺术典型模式，而偏重于表现的艺术则重视创造艺术意境
。
但是“意境”不以概念为主，也无特定的规矩可循，却又趋向某种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社会效果，
所以其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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