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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画果真乏味沉闷？
西画难道较国画更具可读性？
罗淑敏身为艺术教授，多年教学经验下深明学生“轻国画、重西画”之因由，遂写下本书，深入浅出
地解说阅读国画的六大方法，并辅以大量中西画作比较，让读者对准焦点，进一步了解两者间之分别
与欣赏角度之差异。
    随着罗淑敏领航的这趟国画之旅，读者将逐步了解国画的承传概念，各种写意笔墨及留白构图，及
阅读手卷与人物画之关键事项。
此书本身就是一副画论式手卷——层层拆解有关阅读中国画的窍门，由此轻松地进入中国艺术乃至中
国文化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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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淑敏，现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1980年代初追随已故岭南派大师杨善深习画，对中西绘画的
发展充满好奇。
1990年到香港大学艺术系修读艺术史。
1998年得其时仍在该系任教的万青力教授指导，进行有关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博士论文则探讨
张大千的艺术与20世纪中国绘画发展的关系。
2005年岭南大学哲学系开设一个全新的视觉艺术课程（visual studio），罗淑敏获聘至今，负责教授中
西艺术史、艺术与社会文化相关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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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节选一）从皴法看师承与求变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大师，由于他们的儒、道思想背景，他们笔
下要表现的，并非一时一地的景象，而是大自然的宏伟气魄。
因此，这个时代的山水构图，大都是顶天立地式的布局，把整座雄伟的山、远望无际的景观，展现在
观者眼前。
这时期的山水画家还会用不同的笔墨技法，表现山石的各种质感与线条变化，这些笔法，我们称之为
“皴法”。
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大师，各有自己独特的“皴法”。
例如董源喜欢用一条一条长长的线条，来表现江南山丘的质感，他这种状似麻丝的线条，后人称之为
“披麻皴”。
巨然早年曾经师承董源，他在董源的“披麻皴”之上，再创“矾头皴”，那是画在山峰之顶，状似馒
头的笔墨造型， 用来表现山峰之巅、树丛之间露出来的岩石。
另外，董源和巨然又喜欢在山石之间，利用墨点来点出远处的丛林和树木，这些点墨的手法，我们称
之为“点苔”。
“点苔”往往使画家笔下的山峦，看上去有郁郁葱葱的感觉。
后来宋代的米芾、米友仁两父子，尝作江南湿润迷蒙的山水景致，他俩承继董、巨的用点，以横向的
“点苔”加以变化，后人称他俩的“点苔”为“大米点”和“小米点”。
除了董源和巨然，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大师，还有李成、郭熙和范宽。
这三位画家属于北方的画家，他们笔下的山水，多是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尤其强调山的质感，石多
于树，且多怪石嶙峋，至于树的造型，往往亦枝多于叶，寒冬时节的树木尤甚。
李成便是以画寒林景致著名，他笔下的山水，多是凋零的树木、孤寂的怪石。
他善用尖削而锋利、状似蟹爪的笔触来描绘树木枯秃的形态，表现那份寒冬萧索的感觉，这种笔法，
后人称之为“蟹爪皴”。
另一位与李成齐名的是郭熙，他的树木，秉承了李成的“蟹爪皴”，同时，他喜欢用状似卷云层的“
卷云皴”来表现奇峰怪石的造型。
至于范宽，他的《谿山行旅图》是现存少数公认的宋代真迹，图中的谿山，秉承了前人顶天立地式的
构景，山在画的中央部位，造型有如一幢巨碑，坐落在观众的眼前，让人眼前一亮。
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大师，对于山水的理解，无论是在造型抑或是以山水作为自然生命的抽象表现上
，都极为出色。
他们在画面上展现的山水境界，超越了官能上的视觉享受，是一种人与自然浑而为一的和谐景象。
这种开阔的精神境界，为历代的文人学士所向往，也成为日后传统山水画发展的基础。
由于师承和风格相若的关系，董源和巨然常常被后人联在一起，把他俩的风格浑而为一，称之为“董
巨传统”；而李成和郭熙的风格，则被视为另一个脉络相连的传统，叫做“李郭传统”。
无论是“董巨”抑或是“李郭”，甚至是范宽的“巨碑式”构图，对于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都有
莫大影响。
五代、北宋山水画大师的笔墨技巧和精神境界，是宋以后山水画家创作时的典范，其中又以“董巨传
统”最为后来的文人画家所推崇。
譬如“元四大家”中的黄公望，他的《富春山居图》，画中用了大量的“披麻皴”来表现山丘的造型
，又用了密集的“矾头皴”和湿润的“点苔”，来表现山石的质感和密茂的林木，这些笔法，都是直
接追仿“董巨传统”的足迹，可见“承传”之重要。
只是，山水画到了“元四大家”手中，大自然的造型和山石的质感表现已经变成次要，笔墨的抽象价
值才是画家表现的重点。
因此，黄公望的山水与董源的相比，前者较后者图像化、抽象化，而后者则较前者写实。
事实上，与五代、北宋的山水画相比，“元四大家”的山水画，看上去平面化得多，这正是元代山水
画的特征：脱胎自五代、北宋的山水传统，但焦点在于笔墨，表现的是画家的人格和内心向往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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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抽象的追求，我们将在“抽象的笔墨”一章中，再作详尽的讨论。
到了清代，临摹、仿古之风大行其道，清初的著名山水画家有“四王” 与吴、恽， 人称“ 清初六大
家”。
“四王”先前已有提及，而吴是指吴历，恽是指恽寿平。
六人当中，除了恽寿平的花鸟画盖过他的山水画之外，前五人都以山水画见著。
他们的笔下，多的是仿董源、巨然、“元四大家”的山水作品。
这些作品中，无论在构图、笔墨抑或是风格上，既有五代、北宋山水画的影子，也有浓厚的“元四大
家”味道，骤眼看上去没有新鲜感，甚至有人会觉得沉闷不堪。
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去看，不难发现“清初六大家”笔下的山水理念，与五代、北宋山水画家追求的
山水理念，并不相同，他们虽然紧紧追随“元四大家”的笔墨追求，但他们的作品焦点在于笔墨的临
摹，以致构图、布局颇为“公式化”，与“元四大家”取法自然的山水画，仍然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说，“清初六大家”的作品，承传的味道虽然十分浓厚，但他们的作品表现的着实是清初的时代
气息，他们的艺术成就在于丰富了传统笔墨的内容，六人各有各的特色，而吴历的作品更把西画的影
响，引进到文人山水传统之中。
（节选二）宋代画院开拓的花鸟传统传统的中国绘画有三类常见的主题，除了山水，还有人物和花鸟
。
人物画的承传与种种，我们将在第三章“人物画不是肖像画”中详细探讨，这里不赘。
至于花鸟画，早期的大师有五代的黄筌与北宋的徐熙。
黄筌17岁入宫廷当画师，他喜欢画珍禽瑞雀，风格细致工整，用色华丽，由于画艺出众，被朝廷赐为
三品官服。
徐熙则擅长画野竹、水鸟、虫鱼和蔬果，多用墨，较随意，与黄筌细腻斑斓的风格不同。
徐熙的传世真迹非常少，我们可以参考的，是传为他画的《雪竹图》。
黄筌和徐熙的风格，在历代的古画论中，备受赞扬，对后世花鸟画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到了宋代，宋徽宗设立画院，把花鸟画正式列入绘画的类别。
两宋画院的花鸟作品，在风格上追随黄筌纤细华丽的传统，但由于宋徽宗酷爱文学，在他的影响和推
动下，宋画院的花鸟画大师，把绘画与文学结合起来，开创了诗情画意的花鸟画传统。
风格上，纤细之余，多了份幽雅和诗意。
试看一幅（传）宋徽宗画的《蜡梅山禽图》，画中一株落尽了叶的蜡梅，由地上节节向上生枝，那纤
瘦的树枝上，零星地开着灿烂的梅花，四周点点粉白，表现的是飘着轻雪的寒冬；画中央的枝头上，
一对白头翁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在雪粉中嗅着寒气当中的梅香。
画的下左方，有宋徽宗题的一首诗曰：“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情，是徽宗自己的写照，隐喻一个酷爱绘画的君王，那种命运弄人的遗憾。
诗中所述的“逸态”“梅粉”“轻柔”“白头”，与画中的形象，互相点题，把画面上的情和意诗化
，而画则把诗中的意境形象化。
自北宋开始，花鸟画一直有新的发展， 南宋画院秉承北宋的传统，风格细腻雅致，为后来服务朝廷的
花鸟画家立下了典范。
例如清代蒋廷锡的《四瑞庆登》、冷枚的《梧桐双兔图》和沈铨的《松梅双鹤》，都有浓厚北宋花鸟
画的影子。
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看，清代的花鸟画，毕竟不是宋徽宗影响下的花鸟传统，少了诗意，多了外来
的西方影响。
康熙在位的时候，征召西洋教士入内廷供奉绘画，其中以郎世宁的名气最大，影响最深。
现在我们试把清代画院画家沈铨的《松梅双鹤》与宋人的《荷花》团扇相比，前者的空间表现和前景
中树石的明暗处理，明显受到西方绘画技巧的影响，而这些都是宋人《荷花》团扇中没有的“新意”
。
（节选三）文人画家的墨色花鸟花鸟画除了画院的传统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是文人画家笔下
的花鸟传统。
文人画家喜欢用墨多于用色，因此大都以墨色来写花鸟，即使用色，也偏向素雅的淡染为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焦中国画>>

他们在主题上的选择，往往有所寄托，常见的有被喻为“花中四君子”的梅、兰、菊、竹。
文人借这四种花卉的特性，比喻他们心中推崇的价值。
梅花在严寒中，开得灿烂，有耐寒、坚忍的气质；国兰幽香而不夺目，寓意幽居、不追逐名利的志向
；菊花则来自陶渊明的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物欲以外的隐逸境界，文人爱
菊花是追思陶渊明的清高；而竹则因为它的竹节和笔直的生长形态，寄意文人应有的气节和虚心。
文人的花鸟传统，在元代以后大放异彩。
明代以画花鸟著名的画家，首推徐渭，此外还有陈淳、文徵明。
到了清代更有为大众熟悉的八大山人、石涛和后来的“扬州八怪”，他们之间有承传的脉络，例如八
大山人和“扬州八怪”都有徐渭的影子，而陈淳早年师承文徵明，二人的作品都有一股素淡文雅的气
质。
可以想象，传统的花鸟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风格细腻、色彩丰富的“画院花鸟画”；另一类是
构图简单、以墨和多以“四君子”为题的“文人花鸟画”。
骤眼看上去，传统的花鸟画没有跳出这两个范畴。
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分析，便会发现不同时代的画院，有不同的成就。
至于文人传统的花鸟画，构图或许相似，但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用笔用墨，趣味和焦点都落在笔墨
的抽象价值之中。
明白了何谓笔墨，这类画会叫人看得心醉，其乐无穷。
总括而言，中国传统绘画的焦点，不在创新，而在承传。
传统国画在历史上的发展，是在承传中演进求变，因此，没有夸张夺目、推倒重来的划时代“创新”
感觉。
拋开了追求“创新”的偏见，对准传统国画“承传”的焦点，我们便可以拨开云雾，把传统国画的特
色仔细看清楚。
（节选四）临摹之必要由于注重承传，“临摹”是学习传统绘画常见的方法。
古代的画家常说“师古人”，意思是以古人为师，从已经逝去的大师所留下来的作品，学习古人的理
念和技巧。
“临摹”其实包含了“临”和“摹”两种学习古人作品的方法。
所谓“临” ，是把原画放在旁边，边看边依照原画上的形象，依样画葫芦般画出来。
至于“摹”，是把半透明的纸放在原画之上，把原画上的物象，一笔一笔如实地勾勒出来。
“临”、“摹”出来的作品，要求与原作相似，最理想的“临”、“摹”作品，看上去应该与原画不
相伯仲，能够以假乱真。
临摹的目的，当然不在于作假。
临摹是借着重复古人的作品，作为一种训练，务求在复制的过程中，领会古人对于构图、勾勒、用笔
、用色、用墨等心得。
一旦临摹完毕，即使作品与原画如何酷似，临摹者也会署上自己的名号，而且往往会在题式当中，记
载临摹时悟出来的心得，这类作品常常会以“临某某之作”为画题，说明此画只是一幅临摹的作品。
若果临摹者在临摹之后，不但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号，甚至还签上原作大师的名号，那么临摹的作品，
便成为一幅伪造的古画。
此外，临摹临得再似，也不能超越前人的成就。
对于临摹，造假者与真正的艺术家，有不同层次的要求。
造假者在临摹的时候，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物象的形态上，目的是要做到看上去和原画一模一样。
但是，真正有艺术追求的画家在临摹的时候，物象的形态只是一个载体，即是说画家是要通过一些形
态，如一棵树、一座山、一枝花等，去重现古人创作时对于笔下物象的体验。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临摹的目的，是要通过临摹古人的笔法，和笔法展现出来的抽象价值，去领会
古人的气度和人格。
中国绘画史中，伪造古画的情况屡见不鲜，根据文献的记载，这种情况最早可以推至晋、唐时期。
伪造出来的古画作品，我们叫做“赝品”。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社会的经济发展迅速，艺术品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赝品”也相应充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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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甚至出现了地区性的造假特色，所谓“苏州片”、“河南造”、“开封货”等，是行内人对个别
地区所出产的“赝品”的特别称号。
到了20世纪，造假造得出神入化的是张大千，他的造假工夫，瞒过不少学者和鉴赏家，包括黄宾虹、
陈半丁，他有不少造假的“古画”，被西方的博物馆误以为是真迹而收藏。
可以说，历史上被人作为临摹对象的大师名家，大都是一些超越物欲、追求精神境界的文人哲者，如
“元四大家”的黄公望、倪瓒、吴镇与王蒙，“清四僧”的八大山人（朱耷）、石涛、髡残与弘仁，
都是传统画家推崇的临摹对象。
这种追思古人的理念，涉及的有“写神”和“笔墨” 两个抽象价值的观念，我们将在后面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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