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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水墨画之三味

陈　曦
（盐城市书画院，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１）

摘要：中国水墨画的灵魂就是其意境，中国水墨画的意境，就是画家通过描绘景物，表达思想感
情所形成的艺术境界。 对水墨意境中所蕴涵的“香”、“幽”、“气”等三味感悟，可以理解中国水
墨画创作和欣赏中对意境美追求的最高境界，可以加深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水墨画
的审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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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画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其简
单的绘画工具和材料（毛笔、宣纸和墨汁），让画
家在描绘事物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
作品呈现上力求情景交融、似像非像，虚实相生，
能使观赏者通过联想产生共鸣，拓展韵味无穷的
审美想象空间，满足人们通过有限的物像，完成无
限的形神兼备的意境美的追求。 东晋最伟大的画
家顾恺之曾以作品为例说“手挥五弦易，目送归
鸿难”［１］ 。 “手挥五弦”， 有具体的动作，主要是形
的描摹，而“目送归鸿”，画的是人物的眼睛，透露
的是人心中的感受 ，这属于神方面的，所以比形的
描摹要难得多。 顾恺之以此提出以形写神的观
点，提出作为一个优秀的画家，不能停留在形的描
摹上，必须上升到神，以神统形 ，形神兼备。 北宋
诗人苏轼也曾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作
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２］说的也是如果画画只

能画得像，这跟小孩子的水平差不多，这也有如作
诗只能停留在字面上的意思，那不是一个好诗人。
所以作家创作中国水墨画，主要体现在画外的功
夫，要能让作品的观者体味到画外的意味。 笔者
以为，好的中国水墨画能透过其画作，得其三味。
一味曰“香”。 这里的香应该是一个对于美

味，或者美好所反映出的更加宽泛的感觉意识。
看到作品所描摹的物像，就能想像到了那件物像
在现实世界中的味道，作品就应该是如此传神。

“香”，是人们嗅觉感觉里的最佳追求。 香，

灵动高贵而又朴实无华；玄妙深邃而又平易近人。
尤其是那淡淡的幽香，似有若无，氤氲流荡，可以
成为无影无形的境界气象的象征。 正是由于深谙
此理，历代文人墨客才竞皆惜香如金、爱香成癖。
对于一个绘画艺术家来说，能通过作品表达暗香
浮动的神韵，那将是一种非常超脱的境界。 北宋
画院常常出诗题考那些想入画院的考生，据俞成
枟萤雪丛说枠记载，当时出了“踏花归去马蹄香”的
考题，很多人画得很复杂，主考官都不满意，其中
有一名画者，只是画一群蝴蝶飞逐马后而已，最后
得魁。 这样的“马蹄香”不是能将香气画出来，而
是要你发挥想象力 ，画出了“马蹄香”的神韵。

清恽南田是一位画中嗅“香”味的高手。 他
评赵子昂的枟夜月梨花图枠为：“ 朱栏白雪夜香
浮”，说朱栏和如雪的白花是色的层次，夜在此起
到烘托的作用，在夜色朦胧中，梨花暗自绽放，这
一切都是形，而那无影无形的清香浮动，才是这幅
梨花图的灵魂。 同样赵佶的一幅枟腊梅山禽图枠
也很有南田所说的“朱栏白雪夜香浮”的意味。
这幅图色彩幽淡，格调迷朦，风味独特，画面那些
白色的小花，传达出幽幽的神韵，让人有暗香浮动
的感觉。
南田是一位花鸟画家，他认为，一个花鸟画家

不是画出花鸟的形象就完事，画家眼中应有落花
缤纷的意味，耳边似有天外妙音起。 花鸟画应该
具有一种特别的“香”意，不是花的香味，而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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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香意。
所以中国水墨画的神，不仅在画的生动，它应

如活的一样，还要传达出一种境界，一种诗味，一
种淡淡的寂寞，一种平静中的哀愁，也即那种“夜
香浮”的意味。 中国画不在于外在的热闹，只在
于一种平静之中所含有的笙鼓齐作的精神世界。
二味为“幽”。 枟说文枠中有注：幽，隐也。 “从

山，犹隐从阜，取遮蔽之意。”中国水墨画的创作
正是曲径通幽，去追求一种现实的意境美。 曲，标
示一种迂回，幽，有如雾里看花，这是奇妙的美学
情趣 。 正如美学家荷迦斯所说，曲线往往产生优
美。 而幽有隐而不露之意，或为朦胧美。 我们说
隐而不露，藏而不显，其实隐是为了更好的露 ，意
在勾起人们更幽深更玄远的用思；藏是为了更好
的显，显出那更丰富、更感人的世界。 也如刘勰所
说“深文陷蔚， 余味曲包”［３］４１２ ，关键要有余味，要
启迪人们想像的空间。
雾里看花，是中国美学的一种境界，画家董其

昌说，作画“正如隔帘看花，意在远近之间”；陈白
阳说他作画是要“模糊到底”；恽南田说“山水要
迷离”；布颜图说，作画追求“乱里苍茫”的妙处；
戴熙说，画的境界应是“阴阴沉沉若风雨杂沓而
骤至，飘飘渺渺若云烟吞吐于太空”［４ ］３５７ 。这些论
述都意在说明，迷离微茫能产生比清晰直露更妙
的美感。
唐代诗人常建有枟题破山寺后禅院枠诗：“清

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
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
钟馨音。”这里最为传世的名句是“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它看似描写通向后禅院曲幽深的
小路和后禅院景色的幽静迷人，实则这里的一个
“幽”字，奥妙无穷，充满想像。 它通过眼前有限
的景物描写，让人生发出无限的想像空间，其表现
的思想内涵无比深邃。 宋代词人欧阳修也有一曲
枟蝶恋花枠：“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
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
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
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的庭院深深，不知
到底有多深，连续三个“深”字与前首诗的“幽”有
异曲同工之妙，内涵无限深意。
中国画界有“三远”之说，北宋郭熙以平远、

高远和深远之三远法著称。 郭熙之后的韩拙又提
出三远：“ 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
烟雾螟漠、野水隔而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

微茫飘渺谓之幽远。” ［５］２７１阔远直白的说就是画面

景物广阔无垠，而迷远则是画面所表达的是一种
梦幻般的境界，山光水色迷离恍惚、漫衍飘渺、若
有若无，而幽远则是平远的极致，所现景色空茫、
遥远深渊，令人遐思无限。 其中迷远和幽远具有
相似的审美特征，在唐宋的山水画中多有表达这
种境界的作品，如李思训善画云雾飘渺之态，李成
更以平远迷离的山景见长，苏辙说他“飘渺营丘
水墨仙，浮云出没有无间”。元代山水画在迷离
中更注意淡远，如倪云林孤峰远没，野水遥拖，若
有若无，恍惚幽渺。南田评他说 ：“迂翁之妙，会
在不似处， 其不似正是潜移造化，身与之游，而神
骏灭没处也。” ［４］５７１宋代画家郭熙也是一位著名的

艺术理论家，他曾说：“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
霞锁其腰则高矣。 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
其流则远矣。”［６］

中国水墨画到了明代，董其昌提出“ 南北宗”
说，尤为推崇南宗，其中二米的风格就被当作南宗
画的代表之一。 在董其昌看来，二米的云山墨戏
做的是一种“宇宙的游戏”，它使人能看到宇宙初
开之象，在其朦胧恍惚的传达中看出鸿蒙的意味，
这是一种幽幽般的朦胧美 。 如米友仁的枟潇湘图
卷枠如同一个梦中的世界，画面以淡淡的水墨染
出，轻云出没有无间，雾气飘渺，树木惟留下了恍
惚的影，山仅存在若隐若现的轮廓。 整个画面如
同一晌梦幻，突出了人们对世界如梦幻的看法。
再如宋代马远的枟寒江独钓图枠，画面上画一叶扁
舟，一渔翁在独钓，四周除寥寥几笔微波，几乎全
是空白，空白处亦水亦天，水天一色，使冬天的水
面显得辽阔无边，充满寒气。 这大片空白留给人
们对近景远景以及情感上的丰富想像。 现代著名
画家齐白石对绘画作品的评价主张也在“似与不
似之间”，他认为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似
与不似之间才是中国水墨画的境界。 比如说他的
作品枟虾 枠，画面上是一群河虾，虾体透明，触须劲
挺，画家以夸张的手法，用浓墨点出稍长而突出的
虾眼，炯炯有神。 虽寥寥数笔，河虾的质感和动态
却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的表现了虾柔而不弱，能
屈能伸的独特神采。
三味是“气”。 这里的“气”指“ 气韵”。 气韵

在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中，是指“神气”和“韵
味”之总和。 中国水墨画作品若无神气，则画面
呆滞；若无韵味，则平庸无奇。
气，在中国传统画论被归纳为庙堂气、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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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书卷气、山林气、逸气等，抑或为为俗气、媚气、
匠气、霸气、市井气、江湖气等。 所以即使生气贯
通的画作也有作品精神内涵优劣之分。 韵，在古
代是指和谐的声音 ，“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
谓之韵” ［３］４１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水墨画要
求气韵相通不可偏颇，更不能分割。 正如清方薰
枟山静居画论枠中说：“气韵生动为第一义。 然必
以气为主。 气盛则纵横挥洒，机无滞碍，其间韵自
生动矣”。 杜甫也有“元气淋漓幛犹湿，是即气韵
生动”一说。 由此可见气韵在中国水墨画中是何
等重要，实则也是中国水墨画的灵魂。
在中国水墨画中气韵俱佳的作品， 往往有如

舞者，一气呵成，通达流畅，其作品看去如一个充
满醉意的舞，酣畅淋漓。 传说唐代画家王墨，“性
多疏野，好酒，凡欲画图障，先饮，醺酣之后，即以
墨泼，或笑或呤”［４］２０７ ，醒时则不能，醉中却别有世
界。 石涛也是一个极具艺术造诣，然性情狂放的
艺术家，他说他画画完全融入了对象之中：“我写
此纸时，心入春江水。 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
起。”［４］３７１他也自称是一个瞎尊者， 一个不醒人。
１７０４ 年，石涛画了一幅意味深长的枟睡牛图枠，他
在其上题有一跋：“牛睡我不睡，我睡牛不睡。 今
日清吾身，如何睡牛背？ 牛不知我睡。 我不知牛
累，彼此却无心，不睡不梦寐。” ［７］无心是石涛的

大法，牛无念，我无念，无念处大千， 不睡不梦寐。
我作画如牛儿吃草，自在运行，不秉一念，不受一
拘。
当今作家中范扬的水墨画作品也如此，在他

的山水画中，水的流动，是汩汩滔滔； 云的游走，是
气象磅礴；山的兀立，是畅达灿然。 这些山水，更
多具有苏轼“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豪迈和奔
放，也具李白一般无所羁绊的精神气质。 气韵由
何而来，气韵由笔墨而生。 著名画家黄宾虹在
枟笔墨篇枠中说：“书画同源 ，欲明画法，先究书法，
气韵之生，由于笔墨，用笔用墨，未得其法，则气韵
无由生动。 画法重气韵生动，书法亦然” 。 作家
的观点非常鲜明：要论中国画，笔墨是第一位的。
笔墨才是构成中国画的内在美和形式美的主要元

素，舍弃笔墨就谈不上中国画［８］ 。 欣赏中国水墨

画，讲究的是意境，意境之美由笔墨而生。 笔墨通
人性，它能将自然物象同作家的思维、意识状态紧
密联系起来，达到了一种理想化的境界。 画家画
作中那精练隽永的笔墨意趣，无不流淌着画家心
灵对大自然精妙深邃的感悟，所以中图画艺术的
最高境界就是要有笔墨。
如何由笔墨而生气韵，前人的论述很多，留下

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笔尽笔法，墨求墨气”，“笔
墨太简，则失其阔略”，“古人位置紧而笔墨拙，今
人位置懈而笔墨结”，“学者未入笔墨之境，焉能
画外求妙”，“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单然，不
贵五彩”。 北宋韩拙在枟山水纯全集枠中说：“笔以
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山水悉从笔墨而成。”
这句话被千年以来的实践所证明。 笔是中国画的
筋骨，墨是中国画的血肉，论气韵先看笔墨，舍笔
墨无以谈气韵 。

当然，中国画中的笔墨也并不仅仅是技法而
已，它也是画家个人气质、品性、学养、思想的集合
体，是人格化的体现。 画家心神高远则笔墨深厚，
心境广阔则气韵旷达，由此，笔墨才有张力，气韵
才会有气接。 这“力”与“气”又全在于人，在于画
家本人的整体人文修养。 因此，气韵生动是画家
们在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中，通过笔
墨技巧的锤炼和运用，所反映出来的神韵及境界，
是绘画创作主体的人格、学问、修养、技巧所反映
出来的自然生动之气，直至形成中国绘画创作与
品鉴的最高标准。

中国水墨画的意境，就是画家通过描绘景物
表达思想感情所形成的艺术境界。 中国水墨画的
绝妙之处就在于画家在一张薄薄的宣纸上只需寥

寥数笔，我们就能感悟到它如微风吹拂的阵阵幽
香；能聆听到如泉水流淌的叮咚作响；能联想到画
作中所表达的曲径通幽的美妙和遐想；更能感觉
到画家创作它时的脉搏和心跳，并折射出艺术家
多彩的内心世界和厚重的艺术涵养。 中国上下五
千年的古老文明， 以及山川之秀，日月精华，使中
国的画家在画中表达的思想境界是那么的超凡脱

俗，那么的含蓄空灵，让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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