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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画创作》课程的教学关键是启发学生的创新思路，可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分析中国画创新的历程，从中归

纳创新规律和特点；其次总结学术界对中西传统绘画特征差异的比较；最后从这些差异中找出中国画的创新出路。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Painting Creation is to enlighten students’ innovative ideas, which can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analyze the course of Chinese painting innovation, and summarize the law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s, and then finds out the 

innovative way out of thes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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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院校多个艺术专业开设有《中国画创作》课程，而

本课的教学关键是启发学生的国画创作思路，尤其需有所创

新，如寻找合适个人的题材、技法、形式和新的绘画理念。

总结笔者多年教学的体会认为首先有必要在课程内容上分

析中国画的创新历程，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其次对国画本

质进行理性思考，尤其值得探讨中西方传统绘画特征的差

异，进而从这些差异中寻找国画创新的思路。以下展开阐述。

2 中国画创新历程的分析
《中国画创作》从名称可知是突出“创作”而非模仿，

这需要展现作画者的个人风格，而追求个人风格需有明确方

向，有曰“温故而知新”，因此在教学上有必要先回顾中国

画的创新历程。上古时期的岩画尚不能算使用笔墨绘制的真

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因此中国画的历史应该从自春秋战国时

期算起，至今也已有二千多年，可以说是在继承与不断创新

中获得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庙堂所绘多为神灵与圣贤之像，

至秦汉帛画、墓壁画、漆画等继承了人物题材，以动物和生

活场景为主的题材也较为常见，此时期秦始皇兵马俑雕塑的

写实程度达到了极高水平，但同时期的主流绘画却偏向写

意。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史上声名显赫的画家，佛教艺

术也传入中国，从内容到形式对中国画均有影响，特别是促

进了画家在衣纹处理上创造了多种样式。隋唐时期绘画达到

全盛，人物画技法完善，山水与花鸟画也逐步成熟，题材上

获得极大突破。五代两宋时期绘画进一步繁荣，人物画从主

要描绘贵族和宗教转入侧重表现平民世俗生活，山水画和花

鸟画跃居为画坛主流。此时技法高度成熟，山水画出现众多

皴法，是一次巨大的创新进步。绘画理念重视“意境”，强

调自成一家，如北宋郭熙《林泉高致》认为：“至于大人达士，

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揽，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

后为得 [1]。”元、明、清三代在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上均取

得突破，主张以书法入画，形式上倾向诗书画印相互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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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念上从忠实客观自然转为抒发内心，因此画家个性得到

彰显。十九世纪末，西方绘画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对中国

传统绘画形成了巨大冲击，涌现了一批寻求改良中国画的艺

术家，他们追求造型的精确性和色彩的丰富性，形成了流派

纷呈的局面。从以上情况看，最明显的创新是题材的不同，

最具有哲学深度者则是理念的革新，最具体者则是技术和形

式追求变化。

3 中西方传统绘画特征差异的思考
除了传授古今创新史，对中外绘画方式的不同也需作理

性分析，方能更好地帮助学生认识中国画的本质。有关中西

传统绘画特征差异的比较已有不少学者探讨，归纳起来主要

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绘画偏重于主观性，例如人物画缺乏写

实性，西方绘画则侧重理性分析，写实程度高，这是中西方

文化的差异所致，由此而导致在题材选择上中国传统绘画偏

爱于适合抒发个人精神世界的山水画，而西方偏重人物画，

与中国山水画类似的西方风景画直到 17 世纪才成熟，比中

国约晚了一千年。

第二，由于审美观念不同导致在具体表现手法差异甚大。

中国传统绘画侧重于平面化处理，淡化色彩，并重视线的表

现力，而西方侧重采用块面的来表现真实的立体感与质感。

第三，由于客观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差异造成中西绘画材

料不同，从而画种不同，中国以水墨为代表，西方以厚重鲜

艳的油画颜料为主要媒介。

其中笔者认为中西传统绘画最明显的差异是空间表现的

不同。冯民生先生曾分析西方油画在空间表现上侧重真实的

主要原因是主客相分的思维模式、柏拉图“模仿说”艺术理

论和古希腊雕刻崇尚真实立体的影响 [2]，因此西方绘画对物

体作一时一地静止性描绘，必然也限制向非写实发展。中国

在上古时期就创作出八种符号来象征不同性质的天地万物，

称为“八卦”，八卦可视为抽象绘画或艺术图像，它的创造

追求符合于所代表物象的精神性质，而不是绘其具体形体，

这种高度概括直取本质的思维影响中国人至今，因此中国传

统绘画的空间表现具有流动性，描绘形象基本都是经过长时

间、不同距离方向的观察所得。这种观察方法的差异也导致

中国画家偏爱表现自然环境，而西方画家更多是描绘室内人

为摆放的物体。中国艺术所主张的神似而非形似从哲学角度

来说更具有真实性。

4 对学生创新思路的引导
今日已进入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不少学者都在反思中

国画的创新出路，讨论最集中的是国画材料运用和传统国画

的继承方式，事实上从上一节中西传统绘画特征差异的分析

中即可看出中国画的创新方向所在，因为这些差异正是中国

传统绘画尚未触及或完善之处，因此在实践教学中可相应在

这三个方面对学生的创新思路进行引导。

中西绘画差异比较中第一方面是西方绘画侧重于理性分

析，那么中国画创作也可加入更多的理性思考，如提高写实

程度，不过这方面从郎世宁到徐悲鸿等实践者已经很多。笔

者认为最大的亮点在于题材大有拓展的空间，如描绘城市高

楼景象、卫星拍摄的抽象图像、新时代的科技产品等这些都

是前人尚未触及的领域，只要形式采用得当，这些题材并非

没有画意。

中西差异第二方面是两者表现手法差异甚大，那么中国

画第二条出路自然是改变旧技法，包括从用笔、用墨、色彩、

造型和综合材料运用几方面进行创新。如傅抱石喜欢以散锋

作画，用笔上独具特色。黄宾虹晚年喜用宿墨画山水，张仃

用焦墨，这是用墨上的个性化创新。张大千泼彩山水在用色

上创新。李可染借鉴西方绘画立体感和光影表现手法这是造

型上创新。

中西差异第三方面是两者绘画材料不同，这一点可启发

中国画在形式上寻求改变。随着社会接受观念变化和接受

能力增强，各类形形色色的中国画都有其存在价值及受众，

过去被奉为传统中国画的金科玉律都并非不可抛弃，如传统

国画视为最根本的笔墨原则居然受到吴冠中先生“笔墨等于

零”观点的挑战 [3]，这说明国画存在广阔的技法和形式上的

创新空间。不过涉及绘画材料却不能作彻底改变，不然观众

并不认同它是中国画，而当作其他画种。当然小部分的改变

是允许的，现在全国美展中的不少工笔画作品即采用综合材

料，而材料的改变当然也是绘画形式创新的手段之一。再者

绘画形式的创新实际是理念的创新，如吴冠中在不割断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与历史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平面构成的形式和

设计理念来创作水墨画，从而创造出独特的绘画语言。

5 结语
以上分析的创新说到底是绘画思想的创新，齐白石说，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也正可提醒学生适当时期需追求

独立的思想和绘画特色。当然个人面目的形成需要长时期自

觉地坚持创新，而院校学习的时间是短暂的，因此要彻底解

决思想创新问题并非教师在课堂教学上所能做到，只有整个

社会艺术界能建立起多元化的艺术评价体系，才能更好地激

发艺术家对的创新探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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