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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小英（1974 ～），女，山东东营人，助理讲师，从事中国画研究。

1  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范畴

中国艺术观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画美

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内在美和意境美，强调内在美的意义

在于关注内在美和外在美，和谐统一中的内在美包括笔墨与

魅力、笔墨与意境、笔墨与品味，这些类别在中国画表面关

系中重韵、重意境、重品味。

在今天看来，好的绘画应该是美丽的艺术设计，无论

是什么样的绘画。但从绘画理论的历史来看，在中国画的艺

术创作中，整体围绕的并不是人物，而是结合画作的发展需

求以及审美变化进而实行的艺术创作，更多的是一些自然的

景物绘画。东晋时期出现了山水画，在这类画作中更加注重

作品所体现的意境，以及是否符合审美需求。

唐代是中国各项文化艺术发展最为丰富的时代，尤其

是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十分兴盛，也出现了大师和代表作。

通过这些各种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相关艺术理论的指导，

在整个绘画作品中最为关键的意境逐渐开始萌芽。在这些

优秀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郭熙和苏轼：郭熙提出了中国传

统美学范畴，即意境；苏轼用“诗画中的美”表达了诗画

的意境。

著名画家齐白石曾说：“谈画就谈意境的美”。并且在

他的作品中有无数美好的意境令人沉醉。如“蛙声十里山泉”

中，蜿蜒流淌的泉水中一个个蝌蚪随之流动，而现实是空的，

寂静中听得见声音。这种在画上写诗叫诗化，正所谓诗情画

意，也是指意境。

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最主要的审美点在于画作中的意境

体现，这也是审美的最高标准。而对于意境的具体含义界定

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其具有一定的双向含义，可以只针

对审美，也可以针对创作 [1]。著名画家郭熙表示，作者创作

的来源就是意境，欣赏画作的人可以从中体会到无限的意

境，这就是意境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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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的意义和内涵

画作中所体现的这种意境需要更深层次的精神体会，是

一种意蕴的表现，借助眼睛是无法直观明了看到的，其蕴含

着作者创作的内心思想感情，需要细细品味其中的含义，观

赏者可以达到身心享受。没有意境的作品，等于没有灵魂的

身体。意境的构成和表现体现了愉悦，一幅作品中如果失去

了意境，那其所体现的只是一幅躯干，没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传递。意境是作者创作思路的来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成

千上万的画家用同样的题材绘画。虽然他们在表现手法和技

巧上可以区分高低，但真正把他们分开的是这幅画的意境。

“意境”作为概念出现较晚，早期的意境仅仅是一种境

界，也就是在分析实际作品的这种绘画境界，在早期这种境

界就等同于意境 [2]。有关学者对意境加以分析之后表示，这

种境和佛教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可以认为意境的发展最早

是口头出现，之后经过佛教再发展到美术绘画中。分析古代

绘画中的意境表现，可以追溯到唐代，是一种审美的逐渐发

展变化。而分析产生于唐代的主要原因，最终归结为在佛教

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

响，并且佛教是区别于儒家、道家等另一种新的思想存在，

而唐代正是这几种文化思想融合发展的时期，即三教思想相

互渗透融合的时代，已经是唐代文化合流的具体审美成就。

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再现

对象的清晰性、整体性、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但整体布局

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最重要的不是画的对象，而是再

现对象的排列。在中国画意识中，还有一个比表现对象更重

要的概念，即意境。当涉足中国画时，经常会听到人们说“画

魂”，其指的就是绘画中所体现的意境。分析中国整体的绘

画作品，发现意境根植于画家自己的思想和他看到的、想表

达的场景的结合。通过自己对事物的感受，以及事物带给自

己灵魂的感受，可以达到情景交融的状态。作者在绘画时，

把内心的感受放在作品上，作品就有了灵魂。从而使创作产

生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意境。

自然物中的美景只能是一个场景，作者在借鉴素材之

后需要进一步实现艺术创作，也就是给普通的景色绘画赋予

一定的意境，使得作品变得更加形象有灵气。当人们看一幅

画时，其应该注意画家创造的美的境界。如画风景画，就应

该去畅游引人入胜的境界，因为它美丽迷人，能引起人们的

向往。有了这种创作素材，作者所创造的意境更好，更有感

染力和趣味性。意境鲜明，能让观者身临其境，这就是中国

传统绘画的精髓。常说的“画外之境”，是意境的魅力作用

于观者的情感。中国绘画中的这种意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

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所以具有一定的类似点，基本上追求的

都是一种比较悠扬空虚的思想意境，情景交融、真实纯粹的

意境，富有生命力、富有气度和韵味等，都表现出对意境的

共同追求。

画家通过对事物的内心感受，通过绘画来表达对物体

的情感寄托。在绘画的过程中，画家并不是简单地将场景描

述到底，而是通过看到自然风景来散发自然风景带来的内心

感受，从而达到一种艺术效果。景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而作品的情感传达也会出现这种差异。如在黄昏时分，夕阳

逐渐降落，晚霞满天，这种场景会让人感到十分温暖。无论

是惨淡的画面，还是温馨或优雅的画面都是生动的诠释和写

照，画家作品中描绘的一切都是对世界的理解、观察和表达。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可能是同一个场景，但是不同的人

对意境也有不同的描述。

3  中国传统绘画意境的影响

中国画艺术具有自然的气质、意图、自我、魅力来表

达精神内涵和概念。对古代绘画的依赖和追求塑造了中国传

统思想，他们对笔墨品质的执着最终成为整个绘画作品中的

关键所在。可以说，在古典绘画中笔墨是一种重要的组成部

分，影响着整个绘画艺术的发展，但是，“笔墨”这个词很

难准确解释，指向用画笔墨水在纸上画出一些圆而厚的线

条，线条刚柔、疏密、急缓并迅速融合在浓淡、干湿的画面

之中。同时还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含义，是一种艺术层面的情

感传递和意境体会，是作者内心思想感情的丰富体现。在中

国古代绘画作品中主要的组成元素就是水墨和颜色，更加追

求的是自然的艺术创作，没有限制，注重心情。中国画是中

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墨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

互联系、影响中国精神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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