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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结构与写意造境》从明清写意花鸟画的笔墨语言和个性图式出发，以张
立辰先生提出的“笔墨结构”理论为基础，从艺术自律性的视角来梳理明清写意花鸟画写意造境的特
征，分析画家的个性笔墨结构表现形式，以及形成其表现内涵的多方面原因，并探究其写意造境的表
现手法及其体现的审美趣味、意蕴情致、价值取向与写意花鸟画发展从“寓兴”到“写意”的自觉过
程，同时从明清写意花鸟画写意造境特征中寻找写意花鸟画当代表现形式、精神价值传承及个性图式
艺术性的启示。
论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从程式、个性图式与造化的关系来分析笔墨结构的艺术性，认
为明清人对前人程式和个性图式进行了总结与归纳，通过“夺造化”与自觉借鉴诗、书、印的艺术语
言，逐渐提高了个性图式的艺术性，并丰富了写意造境方式。
从笔墨表现语言看明清人写意造境的笔墨结构特征，认为明清人的书法笔法自觉融入及长锋笔、生宣
性能的驾驭是大写意花鸟发展的动力之一；明清对画面的完整性强调突显在“开合”、“气”、“势
”认知。
明清的“写意”精神正是社会精英阶层文人参与绘画，有智慧与能力用“文而化之”的观念自觉吸收
其他艺术门类“写意”方式与审美特征的精华而融合于个体笔墨结构，其艺术含量愈见深厚；创作过
程中融入的个体修养、人品、才情、思想，体现了明清花鸟画写意造境的审美情怀。
理学心学的潜移默化使得文人画家以“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为至高画学原则，这是明清“用世之志
”有别于前代“卧游”的所在，“二十四画品”的诞生并非偶然，其出现恰反映了时代对艺术审美注
意力渐由“象内意”转向更多的“象外意”（包括精神格调）的现象。
在方法论上，《明清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结构与写意造境》尝试以图式分析和古代画论阐释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对明清写意花鸟画传世作品的解读以及对造境具体环节的分析，来寻找明清写意花鸟画的笔
墨结构和写意造境语言及充实历程，并在造境个案中梳理出其审美涵意及明清“写意”精神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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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画家对自然的生命与运动意识来源于对造化的深刻体悟，明清人绘画创作中明确强调笔墨中
“势”的作用正是对生命意识的认识深化过程。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宜，高下相盈，音声相和”，老子所说可以看成是一种天地中生命的
运动契机。
　　“笔墨能与造化相通”的观念主要是因为笔墨的生发收拾与自然开合之道、天地一呼一吸之间存
在某种契合关系，反映在“笔墨相生之道全在于势”、“行笔布局无一刻离得开合”的认识之中。
就笔法与自然开合相通关系而言，“无垂不缩”、“无往不复”，“笔将仰必先作俯势，将俯必先作
仰势”，以及“欲轻先重，欲重先轻，欲收先放，欲放先收之属，皆开合之机”。
就布局与自然开合相通而言，“将欲作结密郁塞，必先之以疎落点缀；将欲作平衍纡徐，必先之以峭
拔陡绝；将欲虚灭，必先之以充实；将欲幽邃，必先之以显爽。
凡此皆开合之为用也”。
并且由一点一拂以至通局，处处皆有开合。
邹一桂所说的“画有两字诀：曰活，曰脱。
活者，生动也。
用意用笔用色，一一生动，方可谓之写生。
或曰：当加一泼字。
不知活可以兼泼，而泼未必皆活。
知泼而不知活，则堕入恶道而有伤于大雅。
若生机在我，则纵之横之，无不如意，又何尝不泼耶？
脱者，笔笔醒透，则画与纸绢离，非笔墨跳脱之谓。
跳脱仍是活意。
花如欲语，禽如欲飞，石必歧增，树必挺拔。
观者但见花鸟树石而不见纸绢，斯真脱矣，斯真画矣”。
“活”与“脱”反映在写意花鸟画创作中通过“笔势连带”、“提按跳脱”的动作来再现花势叶势枝
势、树鸟石草之间的“左顾右盼”、“朝揖呼应”的相互运动时空关系，这种点厾动作恰是艺术家的
生命意识“与道同机”。
　　艺术家以自己之精神融合自然之精神而悟其气韵并使之外化为笔墨。
就明清写意花鸟画的以书入画自觉过程，与书法的审美追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条追
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亦有同道之处，即生命精神的圆满所在。
老庄美学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圆满过程亦是画家精神世界的实现过程。
古人主张的章法起承转合，与“笔简意足”或“神完气足”也是指创作过程的行为而言，从无到有，
又从“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这便是作品的小宇宙圆满，是个体生命精神的圆满。
　　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一笔起手，两笔交凤眼，三笔破象眼”，以三笔为基本单
位的组合（一笔太孤，两笔无疏密变化，三笔可体现丰富的虚实空间疏密等关系），“攒三聚五”的
点厾符号都可能来源于远古的“三生万物”之理而充满了生命的意义。
学识的“渐修”到“顿悟”等花鸟审美情怀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花鸟的审美理念。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人从事花鸟画创作，而使之成为中国画独立的一门
画科，不但受古代道家与佛家影响，其精神内涵还包含了许多儒家的美学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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