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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画品概念的理解，引出“以人品画”的观点进行论述。通过当下对画品

概念的质疑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画品概念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和追求价值。面对如今

普遍存在的中国画特性和画品格调品质下滑的现象，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画品质特性和理

解人品与画品的内在联系成为中国画学习者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传统画论将画品分为四个品类，以“逸品”为绘画 高境界，由于古代和现代特定

的环境不同，现代画家的社会、人文及视觉心理因素，使作品要达到古人“逸品”的程

度似乎是难以实现，但逸品的画品格调是可以通过人的自身修养、气质培养慢慢得以提

升的。笔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画品与人格的修养之间的关系：一是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

等因素对画品格调产生的影响；二是通过对传统阴阳五行人格理论的理解来论述个人天

生元素的体质本性与画面格调之间的关系；三是如何通过笔墨技法的修为提升画品格

调。这三方面直接造成了画面品质格调的高低，如何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的认识去

提升画面的格调就要求画家要进行自身的修养，本文从中国画的人文特性——注重人格

修为的绘画，将画格与人格相结合论述，得出画品是人品在画面上的具体体现，强调了

画品与人品有着密切的关联。 

文章的 后，将画品的指导作用与笔者自身的创作相结合，从笔者所身处的文化生

活环境、个性气质修养、笔墨技法的运用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创作的探索，再次论证了画

品概念对当下创作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画品；格调；人格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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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painting, leads to "to the painting" point of 

view. Through the current challenge to the concept of painting led to further thinking about the concept 

of painting what kind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ursuit of value. In the face of the prevailing 

phenomenon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quality of the painting, how to re - understand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understand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 and painting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Chinese learners should think about. 

Traditional painting will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of paintings, "Yi goods" for the highest level of 

painting, due to ancient and modern specific environment, modern artists of social, cultural and visu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so that works to achieve the ancients "Yi goods" The degree seems to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but the beauty of the style of the painting can be through their own self-cultivation, 

temperament training slowly improved.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ting and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ne i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background on the style of painting; the second is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theory of yin and ya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al nature of the elements and 

the picture style; the third is how to improve the style of the painting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pen and 

ink techniques. These three aspects directly caused the quality of the screen style,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ree aspects to enhance the style of the screen requires the artist to carry 

out their own cultivation, this article from the Chinese human nature of the painting - pay attention to 

the personality of the repair Painting, will be combined with the personality of the frame, the painting is 

a character in the screen on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emphasizing the painting and character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painting and the author's own 

creation, from the author's cultural life environment, personality temperament cultivation, the use of 

these three aspects of creative techniques to explore, once again demonstrated the painting The concept 

of goods has a realistic meaning for the present creation. 

 

Keywords: artistic quality；style；The personality of the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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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悠久的历史注定中国画这一艺术表现

形式具有浓重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多元时代，

来自世界各种不同艺术的冲击使得中国画品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注重“求

新”和个性表现，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在一味“求新”和充分发挥个性宣泄的

过程中，也导致我们传统的中国画的特性变得模糊以及画面格调和艺术质量逐渐下

滑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提升中国画的艺术质量，如何结合传统绘画进行

继承和弘扬中国画，提升中国画的艺术品格，古人提出的“画品”这一品评标准在

现代还是否适用或者该不该成为继续追求的价值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针对

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对画品概念的分析，重新认识了画品与人品的关系，笔者认为

画品与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的修养高度可以提升画面的格调和气

质，人的品格也体现于作品之中，因而人的修养和画品的关系也成为了决定中国画

审美的一个特性。 

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画作品中国画特性和画面格调的缺失，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画

品，体会传统画品概念在当下中国画创作中具有的现实意义，在我们创作的同时，

为了提升作品的艺术质量和画面格调，应该不断修为自己的审美素养和个性品质，

追求向真、向善、向美的艺术品格，使作品能展现出超然高拔的气息和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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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论述画品概念及其价值体现 

第一节 画品的概念 

“品”有物品、等级、品位、品格、品评等意思，因而“画品”作相对应的

解释可分为：①、绘画作品；②、绘画作品的品类、等级；③、绘画作品的品位、

品格（品格意指作品格调）；④、品评绘画作品。前三点均为画品的名词解释，

第四点则为动词的解释，因此将其意思结合以得出画品的概念为：品评绘画作品

的品级和格调。品评绘画作品本身及将绘画作品分品类、等级，笔者将其归结为

“以画品画”的方式，而品评绘画作品的品位、品格，其中品格是指作品的品质

和艺术风格，是与画家本身有关的，笔者将其称为“以人品画”。 

笔者将画品分为“以画品画”和“以人品画”两个概念。 

“以画品画”是对画面本身的一种评价，是单纯以作品中的笔墨技巧、造型

构图运用的好坏为品评的方式，这是传统对画品概念的理解，如南齐谢赫的《古

画品录》、李嗣真《续画品》等论著。古代以谢赫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

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转移模写。”①作为品评标准，评判作品的

优劣，品评作品时还将其进行品类的划分，与古代官宦的等级分类一样也将画品

归为三六九等、低中高级之分。 

“以人品画”是品评绘画作品的品位和品格，品格是指作品的品质和艺术风

格，笔者将其理解为画面的格调，是与画家本身的品格个性有关的，因此在评论

画作时还应当注重对画家本身的人格的评价，这是作为本文论述的主要观点。在

唐代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对画品与人品的关系作出了论述，他将画品进行

了品类的划分，即“能品、妙品、神品、逸品”②，与“以画品画”分类不同的

是对“逸品”的提出，将品类与人的品格相结合的论述，得出人的品质个性反映

在画家作品中的观点，重视了人的品格与画品格调相联系的部分。 

在分析画品概念的同时，笔者认为画品格调是绘画作品中不可缺失并且重要

的部分，是画面中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气息，是一种人文的品位和追求，是画者本

身的品格特性和文化素养在画面中的体现，因此格调的提升是需要人的自身修养

 
① 贺西林，赵力。中国美术史简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79 页。 
② 严善錞。 文人与画 正史与小说中的画家［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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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得以实现的，这个修养一是要求人要修养和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二是修养

自己的心性和气息——中正平和之气。品评绘画作品的格调对当下中国画学者在

探索中国画的创作过程中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当下许多人会有“画品即是人品”

这样的观念，其实不然，这里所说的格调不是简单指人的善恶好坏导致画面格调

好坏的简单的道德意义，而是和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人文意义，

笔者将在下文中具体阐述。 

因此，笔者认为画品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品评画作的好坏，而是除了画家的绘

画技巧和能力之外更多的是关注对于人的修为所产生的画面格调品位的高低的

品评，所以中国画又是一种修为的绘画，强调了绘画与人的修养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画品概念的现实意义与追求价值 

一、当下中国画作品普遍存在品质下滑的问题 

 回顾近几年的全国美展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画展，在当下的中国画美术作

品中有新的发展的启发，也有产生令人担忧的现象。从有益的发展来看，现在的

中国画题材广泛，大部分都反映了我们生活时代的文化环境，材料的运用也有所

拓展与结合，中国画的边界也正在无限扩大，但从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画面

缺乏中国画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底蕴，虽然画面内容多画得也精细，却也出现了一

些概念化和制作化的表现模式，忽视了传统的笔墨气韵和注重意境的营造，导致

中国画的特质越来越模糊，总体上丧失了画面的格调和品位，无法耐人寻味。这

是由于我们所处在一个快节奏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静下心来去

思考与探索，相对浮躁的绘画环境缺少了对中国画本质的认识与追求；特别在商

品化市场化的环境里，许多画家对绘画不再是单纯的艺术追求而更多的具有功利

和迎合之心——为了入选美展或迎合市场销售使得绘画的心态变得急功近利，从

而造成作品的艺术内在品质与格调的下降。对于产生的这些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

画品概念的探究得到一些启发。 

  

二、传统画品概念的追求价值 

    说到传统画品概念的现实意义与追求价值还得从传统的中国画和中国传统

文化说起，中国画的画品格调可以分为具象内容层面和抽象表达层面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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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图片来源：image.baidu.com 

 

具象内容层面表现为以画中内容题材作为宣传的教化作用，也就是绘画所谓

的“传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一般以道释壁画、鬼神教化为主要内容进而

作为道德的宣扬，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具有一定的教化意义，帮助感化人的心灵使

人向善。如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是一副意在劝善惩恶的地狱图，画家运用夸

张变形的手法描绘了形象各异、表情生动饱含动怒之势的鬼神，附色对比强烈，

仿佛真要从墙壁上跃然而下，让观者惊恐万分，担心自己犯下的罪恶而去从善。

又如东晋顾恺之的作品《女史箴图》（图 1）描绘了历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分段

绘成故事以表达劝诫和警示之意并宣扬传统的“女德”思想。还有一些如描绘圣

贤的画像或表现孝子、烈女、敬鬼神等的精彩故事的绘画作品也都是具有教化和

助人伦的功能。在我们传统中国画的绘画中有借物喻情的绘画方式，如对梅兰菊

竹等的描绘（图 2、图 3 所示），是以形象具有高洁、傲骨、优雅、刚正不阿、

光明磊落等气质的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说明古人追求的画面内容和题材

都是健康、明亮的，是引人向善、向美的，不去表现偏激、违背人性的东西，因

此画面中具象层面格调的现实意义是要学者在中国画创作中应从内容和题材上

表现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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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清 金农 《墨梅图》             图 3 清 郑燮 《兰花》 

   
图片来源：image.so.com                   图片来源：image.so.com 

 

能体现中国画特质的则是绘画格调中的抽象层面，是画面当中所表现的内

在的人格精神气息。古人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画品”这一品评标准，谢赫六法

不仅是品评标准还是绘画法则，好的作品也离不开章法和技法，本文阐述的画品

格调是以六法作为基础的，笔者在此不以六法展开论述，主要谈画面表现的内在

精神气息的部分。陆俨少先生说过：“画画到 后就要看气息，比修养。”①说

明在绘画中，技法并不是支撑中国画的主要部分，技法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和熟

练就可以达到，而真正要使画面能够传达出来一种能量和气息去感动观者则靠的

是画家个人的精神气质，画家会把个人的修养反映在画面上，就成了画面的品格

格调。 

在抽象表达层面的画品是与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相关的，孔子曰：“喜怒哀

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达道也。”②意思是说每个人天生都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需要抒发才能平

衡心气，而抒发情感时又要懂得节制，不能无限发泄情绪，这也是人的心气与天

地的合一之道。因此绘画是心性情绪抒发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单纯的情绪的发泄，

是心性与自然之气主观控制与调和在绘画中的适度展现，要调控这样的度就需要

画家的自身修养，应追求真善美和画面的和谐，追求达到心与天地之间的中正平

和之气，因而笔者认为从审美的观念上看，作品的题材内容应该避开生活中在本

能、生理和心理上让人产生不悦和厌恶与反感的东西，去除污浊、病态、阴郁、

心理扭曲之气，应展现浩然、明亮、高洁，具有中和之美的画面气息，这才是我

 
① 石晓伟。画格与人品［J］。美术观察。2007·11 。第 109 页。 
② 王国轩。大学·中庸［M］。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 章 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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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应该追求的画品格调。所以要达到画面格调高拔、品质出众，画家就须要

进行自身品格的修炼，若画家无很好的人生态度和健康的心性，没有很好的文化

修养与审美品位，那么他的作品也不会产生启迪别人心灵的东西。所以个人的文

化修养和人格气息在画品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对于学者在今后的创作中提

高画面格调品质都具有决定作用和积极的意义。 

虽然历代不同画家们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画家个性气质等因素

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绘画作品都能给人一种超然脱俗、宁静、平淡、幽远之感，

达到一种“逸”的境界，“逸”其实是一种朴质纯真的风格，其基本条件是自然

天真、不假雕饰的，说明画家们对绘画都是有极高追求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

那么，在作品中怎么表现，如何在画面当中去追求这样的高拔的格调？石涛在“蒙

养”一说里给出了答案：“蒙以养正”是“使蒙昧之人通过养而归正”，要“以

蒙养心，以蒙正己”①。“蒙”是表达生命原初的状态，是纯被圆融的自然之道，

隐含着无穷的创化和力量，要用“蒙”来滋养自己的心性和修养德性，修养的成

果也就成为了人的精神气息，这种精神气息又反映在作品上成为画品格调。所以，

修身养性，蒙以养正是画家追求画品格调更高境界的正途。 

 
图 4 元 倪瓒 《安处斋图》 

 
图片来源：image.baidu.com 

 

石涛提出的“天蒙”——顺应自然之道，指一切万事万物都是顺应自然生长

和变幻的，所描绘的事物都源于自然，以自然为师又师出造化。如倪瓒（图 4）

的作品，他描绘自然，又简化和提炼自然，虽言“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但树

还是树、石头还是石头的样子，并没有不像其本来的模样，只是作者将自然万物

 
① 朱良志。石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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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中状态融入到自己的脑海中，体悟到万物的本然，再与内心世界的情感相融

合而胸有成竹的外化在画面之上罢了。倪瓒愿意远离尘世生活，漫游山中只为体

悟山川河流之理，是在遵循自然之道、追求绘画之本，而从他作品中的宁静淡然

之感又反映出他心性的纯净和雅逸，画面能启迪观者对大自然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安宁雅逸的生活态度，是画品格调值得被追求的价值所在。 

“鸿蒙”即“天地氤氲流荡的空间”①，这种恍惚幽渺的鸿蒙状态就是万事

万物浑然一体，天地合一，对世界整体的关照，在绘画中要运用“鸿蒙”的观察

方法。如图 5 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描绘出了云雾缭绕的江南山水的景象。

山峦起伏、没骨晕染，运用虚实对比营造虚淡之境，更画出了自然的元气。烟云

将连绵的山峦串联起来又延伸了山峦的气脉，虽只描绘了一座完整的山却因烟云

的环绕延展而使 

 
图 5 宋 米友仁 《潇湘奇观图》 

  

 
图片来源：image.baidu.com 

 

观者觉得眼前是连绵不绝的山脉起伏，对树的描绘更是混沌了，细看无一清

晰笔触，都柔和进雾中、山中，虚虚实实让人真切体会到苍茫雨雾中自然界的特

殊韵致。这是画家运用“鸿蒙”的整体观察方法，不会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元素上，

对山川、河流、草木、烟云的整体关照使得这些元素统一在画面当中，达到浑然

一体、浑然天成的状态。这也正是画家们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高拔境界。 

 

 
① 朱良志。石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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