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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墨山水画的笔墨精神

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 刘明

“当代水墨山水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当代人所画，它包涵

了两层意思：一是“当代”具有当今的时代意义，也就是要求作

品能反映出艺术家所处时代的精神气息；二是它依然是以笔墨为

媒介，反映了与传统水墨山水画的关系。因此，这里所研究的当

代水墨山水画是指当代人所画的既有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又具有当

今时代特征的水墨山水画。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

地突破传统笔墨技法程式，拓展笔墨语言表现的空间。当代水墨

山水画符合艺术继承和发展的本质规律，是当今中国山水画发展

的主流方向。

笔墨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在绘画艺术领域内的折射，从

一波三折的笔触中我们能体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笔墨不仅

是一种技法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如果对比当代水墨山水画与传统

水墨山水画，两者已有了很大差距，但是它们始终没有脱离笔墨

精神这个核心。所谓笔墨精神，就是指通过笔墨皴擦点染的运动

以及笔墨的审美趣味呈现出来的具有民族品格、时代特征、人格

精神以及艺术思维方式等内涵。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传统水墨

山水画的笔墨技法在表达当代文化现象显得力不从心，其变革显

得尤为重要。但是无论当代水墨山水画的笔墨技法和形态如何变

化，都离不开自己传统文化的滋养。当代水墨山水画笔墨形态中

始终贯穿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在笔墨精神的指引下不断扩

大自己的艺术外延，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个开放的体系，在面

对各种绘画形式和外来艺术时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立足当代，根

植于传统，彻底打开了一个新的笔墨发展空间。这也向我们展现

了当代水墨山水画家追求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人生观，反映出超

越有限、追求无限从而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存在状态。无论艺术

批评界对之如何评价，当代水墨山水画的各种形式语言、风格探

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并且始终把笔墨精神作为贯穿他们艺术创

作的灵魂。

一、笔墨精神反映出民族的文化品格

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是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维

方式、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识的综合体现。这种品格造就了中国山

水画举世无双的东方特性和完整体系，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前卫艺术家力图完全用西方的艺术范

式和精神来改造中国山水画，尝试用笔墨之外的语言来革新中国

山水画。但是，没有了笔墨就好像离开了中国文化的土壤，水墨

山水画自身的意义也被消解，其创作落入了尴尬的境地，这也是

20世纪90年代的水墨山水画家选择文化反思和艺术回归的原因

之一。当然，在这种曲折的轮回中，笔墨已在山水画家们多年的

创作探索中改变了艺术表达的传统程式和形态，与传统笔墨系统

下的山水画有了很大不同。当然，从各种变化了的笔墨形态中来

体现中国山水画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作品核心内涵的这一创

作理念依然没有改变。即便是有的画家的创作方式和作品形态相

对于传统水墨山水画相去甚远，或者说在某些作品中存在争议，

但是他们的水墨山水画始终保持着对笔墨精神的眷恋和依赖。

笔墨是中国绘画品格与人文品格的融汇和升华，也是其精

髓所在。传统水墨山水画主要是以笔墨的黑白形式呈现的，通过

那一波三折蕴含文化精神的笔触，我们可以感悟到艺术家的思想

素养、性格特征、学识品位与道德修养。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以阴

阳的和谐来解释阴与阳即黑与白的互动，阴阳二气也蕴含在中国

山水画的点与线中，如浓淡、干湿、虚实、刚柔等，过刚则露，

过柔则无力，要见柔于刚，寄刚于柔，方为上乘，这就是传统水

墨山水画最基本的形式语言。还有，中国山水文化崇尚“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可居可游，讲究主观与客观

和谐统一，追求人与自然山川、人与人、人与画境的自然融合。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引导下追求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强调画家的

精神性表现，是中国山水画的总体美学品格，更是水墨山水画的

品格特性和独具的艺术魅力。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是中国山水文

化精髓的主要体现，也是当代水墨山水画家们眷恋的精神家园。

有了它，当代水墨山水画才具有高品位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品格。

也只有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基础上的当代水墨画山水画才能

充分展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度和精度，体现独具东方艺术魅力的卓

越精神品格。

二、笔墨在当代性阐释中的价值

在传统水墨山水画的发展历史中，书法用笔的引入和完善使

“笔墨”一词从工具材料的概念里逐渐脱离出来，并具有了相对

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随着笔墨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它的

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于“笔墨”本身也

成为中国画特定内涵的代名词。

笔墨是传统水墨山水画形式语言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山

水画表现的核心原则。它的造型、线条、图式、构图等都是“笔

墨”的派生系统，与笔墨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当中国水墨山水

画迈开了当代化的步伐，重新审视了传统水墨山水画的笔墨并发

掘了其独特的美学意义。中西融合是在当代水墨山水画领域内的

重要探索模式，是用中国传统笔墨的材料和精神性因素借鉴西方

现代绘画语言的多种绘画形式，也包括西方绘画中的形式构成因

素和色彩语言。因此，当代水墨山水画中的笔墨语言是一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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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非传统非教条的、有形式但非西方式的山水画。当代水墨

山水画如果脱离了笔墨的方向，那必将走入形式主义的误区。

在当代水墨山水画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在强调继承笔墨中所

包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笔墨技法的发展和革

新。在具有悠久历史的笔墨语言形成过程中，除了笔墨中所包含

的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内容之外，它独特、精湛的技术性是笔墨

的立足之本。它所秉承的严谨法度和包容性使笔墨在当今众多文

化艺术形式的挑战下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魅力。因此，在当代水墨

山水画的艺术实践中，我们在强调继承笔墨的文化精神内涵的同

时，也不能忽略笔墨技法的革新。一味强调传统，抱着笔墨祖训

不放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一味强调技术制作则使作品流于内

容空洞、精神表现肤浅。因此，我们既不能用简单化和玄乎其玄

的理论对笔墨问题进行云山雾罩般的阐释，也不能忽视笔墨的精

神与技术在当代水墨山水画创作中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能把笔墨看成是一个束缚我们的因素，而是要

把它理解成为一个能够通过技术性和精神性激活画家创造力的成

分。当代水墨山水画中有没有笔墨不是笔墨本身的问题，而是画

家的问题。有的画家作品完全落入西方艺术思维模式中，抛弃了

中国绘画最宝贵的民族文化精神。但也有少数优秀的艺术家，博

学多思，既有宽容的审美视野，也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将笔墨与

西方视觉造型语言相结合，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着强烈

的民族气质和个性，形成了具有东西神韵和传统艺术精神的当代

水墨山水画。水墨山水画的当代化，是考验我们能否放弃狭窄的

对笔墨的陶醉，能否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将个人审美经验与社会大

众审美经验结合起来，能否将古代农业文明延续下来的审美价值

体系与当代社会价值相适应，能否在保留传统文化精神独立性的

前提下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无论怎样，笔墨都不能

脱离这个时代，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中国水墨山水画当代性问题

的时候，也是在寻找自我文化发展的方向，使我们可以又一次加

深对笔墨精神内涵的认识。

三、笔墨精神是当代水墨山水画发展的纽带

传统水墨山水画为笔墨赋予了程式化的形式和超越物质特性

的精神内涵。当代水墨山水画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从笔墨的观

念、态度和变化切入的。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笔墨

从传统的程式化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当代水墨山水画找到了对

外来艺术进行借鉴和吸收的方向，涌现出一批对山水画进行革

新的艺术家。他们在不断探索实践过程中突破了笔墨的固定程

式，对传统的笔墨精神内涵作深入地探讨和继承。从他们的艺术

作品中，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对“笔墨精神”有着共同的

理解。

笔墨精神是我国民族文化品格内涵的反映，只要文化脉络不

断，笔墨精神就不会断。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以后，中国

山水画构建了基于笔墨之上的意象表达与人文关怀，这一切都成

为中国山水画基本的笔墨精神和传统基因。当代水墨山水画家运

用点、线、墨、色，营造出一处处精神的家园，传达出现代的审

美情感，这不仅是水墨山水画的当代性表达和传统笔墨精神的延

续，也是人的意识、思想和情感在当代社会中的概括与归纳。

四、笔墨精神成为当代水墨山水画创作的底线

时代的变迁打破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笔墨不合时宜的外壳，却

保留了它的核心内容——笔墨精神。笔墨精神是超越笔墨技法本

身的中国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沉淀的反映，它不仅是当代水墨山

水画创新的纽带，也是当代水墨山水画创作的边界和底线，规定

和提醒着当代山水画家的创新视野和尺度。失去传统技法约束的

笔墨形式，很可能会在创作中陷入一种漫无边际的茫然中。在过

去30多年中，不同于传统水墨的创作范式与品评标准不断出现，

但是他们的作品中也无不流露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情结。学者郎绍

君如此说：“传统是无限的历史包蕴性，还指一种永久的蕴藏，

即在各类艺术倾向和形式风格的底面，都奔跃着中华民族深层心

理意识的潜流，它不断接受新时代泉溪的融汇和改造，发现传统

尽管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根本的层面就是掘出这潜流，澄其泥

沙，导其流向，去浊还清，使它向着合目的的世界大潮奔腾，而

不把自己消融在那大潮之中。”[1]

与传统水墨山水画历代相对稳定的笔墨革新不一样，当代

水墨山水画前所未有地突破了前人创新的尺度，极大地丰富了山

水画笔墨语言的形式和内涵，甚至一些跨界的尝试也挑战了传统

水墨山水画的底线。与此同时，也给当代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提出

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借鉴和思路。从创作实践来看，当代水墨山水

画可以通过吸收和借鉴不同的艺术形式或创作媒介来拓展当代水

墨山水画的笔墨语言，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水墨艺术。确

实，当代水墨山水画创作的多元化使得新样式的山水画作品不断

涌现。但必须意识到，无论当代水墨山水画在笔墨形态上如何变

化，它的核心依然是包涵着民族文化精髓的笔墨精神。

因此，笔墨不仅仅是一种程式和技法，更是一种高于物质的

民族精神文化的体现。技法是不断变化的，但精神却是永恒的，

更是应该继承与发扬的。作为中国山水画的当代表现形式，当代

水墨山水画也是传统艺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文化心理和生

存经验的自身反映，是面对外来艺术的观念时形成的一种积极反

应。当代水墨山水画在探索过程中突破了传统水墨山水画的用笔

用墨，并且充分地让中国当代水墨山水画回归到能够体现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品格上来。山水画家应该以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心态

去继承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优秀传统文化，大胆借鉴和吸收外来优

秀文化，才能使中国山水画成为真正具有时代气息的、又不失传

统精神脉络的艺术类别。

参考文献

[1] 郎绍君.论中国现代美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

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