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论文摘要............................................................................................................................. 1 

一 引言..................................................................................................................... 2 

二 绘画的抽象性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渊源................................ 3 

三 不同的文化选择 ...................................................................................... 5 

四 抽象实验水墨的尴尬 ........................................................................ 10 

五 抽象水墨的现代性意义 .................................................................. 14 

六 个人创作抽象水墨画的一点心得 .......................................... 16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抽象•水墨 

 1 

论文摘要 

  本文在中国画本质发展的逻辑起点上 对绘画的抽象性语言应用于水

墨画这一艺术现象进行论述 分析 从中西方文化选择的不同角度出发

兼顾传统 现在 未来的历史衔接关系 阐述了中国水墨画抽象性因素的

显著特征及其发展前景 并就作者个人绘画实践分析比较抽象水墨画的现

代性意义和影响  

 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包括一 二点  绘画的抽象性在中西绘画的历史渊源

以老庄的哲学观充实的中国美学思想和美学原则的确立 使中国画自古以

来就有了 形 与 神 的涵义分化 由于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的主宰地

位 使中国传统绘画不会发展为类似于西方由写实艺术演变而来的抽象绘

画 然而抽象性因素无疑是这一画种的显著特征  

  第二部分 包括三 四点  抽象实验水墨画的现代性意义 对自八

十年代兴起的实验水墨艺术现象进行分析 肯定其与时代同步并积极致力

于水墨画之现代转型 但由于否认在传统的逻辑起点上发展新水墨语言规

范 导致发展举步维艰 抽象水墨的现代性 应该立足于艺术与现实互相

推动的逻辑演进 语言 形式的变换无损于文化和精神的体现  

第三部分 第五点  个人创作抽象水墨画的心得 从作者在研究生

学习期间对抽象山水画的形式探索得出结论 肯定笔墨发展空间的巨大潜

能 并就抽象性绘画语言在未来中国画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抽象   抽象性   水墨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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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象   水  墨  

     

一 引言 

抽象 同 具体 相对 指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相

对独立的各个方面 属性 关系等
(1 )
绘画的抽象性 亦是相

对于具象性而言 后者是指绘画中对物象摹仿 再现方面的功

能 抽象性则是指对物象加工 表现方面的功能 集中体现于

能够唤起观者某种意象 情趣的线 形 色的特定组合 西方

的抽象绘画 则更显 极端 它弃绝客观世界的具体形象和生

活内容 物象被分解为若干组视觉元素之间的关系 实体被拆

成断片 抽象绘画作为西方的一种思潮和倾向 它的意义在于

视觉经验和艺术观念的扩展和变革 古时的中国画没有抽象之

说 广雅 云 画 类也 尔雅 云 画 形也  释

名 云 画 挂也 以色彩挂物象也 这就是说要成为一幅

画 必须要类某物 要象形 要有色彩 抽象 望文生义

就是抽掉了形象 这在古人眼里 是不可想象的事 可是 到

了明末 禅画大师担当和尚作画 既不类 又不讲究形 但见

一片 空 冷 静 净 气氛 他有题画诗云 若有一笔是画

也非画 若无一笔是画亦非画 这若放在前代 岂能有 是画

可言 能形成如此反差 究其原因 应该说是中国画本身也在

与时俱进 不仅 笔墨当随时代 美学观念与绘画语言的多元

化正体现了传统艺术本身的包容性 追求画面以外的象外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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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体现了精神与哲学观念上的升华 就是今天也还在生生

不息地向前发展  

当然 这并非证明担当和尚就是中国抽象画的鼻祖 他的

禅画即为早于西方数百年的 抽象表现主义 我要说的是 在

中国古代 固然没有 抽象绘画 这样的概念所衍生出的画派

也没有经历过西方由于写实绘画的解体 转而迈向迅速变换的

流派更替 但是中国绘画的抽象性形态 确乎其来有自 并且

成为这一画种的显著特征  

二 绘画的抽象性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渊源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顾恺之的 以形写神 迁想妙得

的传神论 应该说是绘画的抽象性的理论渊源 在此之前 汉

淮南子 说山训 已有 君形说 画西施之面 美而不可

说 规孟贲之目 大而不可畏 君形者亡焉
( 2 )
要抓住对象特

征 就要传达对象的精神 气质 这里所说的特征中已包含着

或多或少的非物质因素  

然而 促使与 形 相对的 神 的涵义丰富 深化以至

转移的原因大概还在于先秦辩证思想的渗入 周易 及老庄

的哲学观充实了中国美学思想 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美学原则

的建立
( 3 )
以下就道家的方法论分析此审美观  

1.  老子的辩证思想 他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揭示美与丑

善与恶 巧与拙等等现象 他把相辅相成 相互依存的

道理 看作事物的规律 重对立面的综合 相辅相济  

2.  庄子的齐物论 进一步消弥对立区别 彼即是此 此即

是彼 把生理上的味觉快感和精神上的美感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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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丑理论的支柱 美感决定美  

3.  大音稀声 大象无形  音与声 象与形 人们在

习惯上往往把它们看成意思相合的概念 实际上它们是

相异的对立统一 才能相反相成 形成一个完美的形

态
( 4 )
例如 琵琶行 所描写的 此时无声胜有声

正是无声处理的巧妙 适应听者的审美心理 因此虚实

处理的巧妙 能产生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 韵味之致的

效果  

4.  道之为物 惟恍惟惚 恍兮惚兮 其中有象 恍兮惚

兮 其中有物 阐述了老子 无状之状 无物之象

的天道观
( 5 )
与魏晋玄学家所谓 尽意莫若象 尽象莫

若言 得意忘言 得意忘象 思想一样 不再限于对

象本身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日趋明朗  

5.  庄子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的天人合一的

思想 建立了人和自然 主体和对象之间和谐共通的关

系 这对中国的文化艺术是有深刻影响的 成为中国哲

学 美学基础  

由此 道家美学思想的确立使人们对艺术的着眼点从客观

的对象上转移到主客观的关系上 从有限的具体物象转移到它

与无限意象的联系之中 随着绘画的发展 传神论中的 神

已逐渐从客观对象中游离出来 它不再只是客观对象本身的特

征 其中又蕴涵了并不断加强着主体的感受 情绪 想象 意

愿以及认识等主观成分
( 6 )  

南朝时期的宗炳提出 形尽神不灭 在他的 画山水序

中明确表示 观道 的目的是为了 畅神 山水 质有而趣

灵 山水与人有 神 一样 形灭而灵不灭 所以勿被山水的

媚道 之形所惑 只着眼于山水的形态美 最多只能取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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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之乐 圣人含道映物 贤者澄怀味象 圣人以他无量无边

包容一切的佛性智能 照见万物的恒常本性 空
( 7)
有了这

样的哲学高度 融儒道释思想于一体的水墨画 就必然不再单

纯地仅以表现对象之形为乐 有更进一步的精神追求也是必然

之事  

至于绘画中的抽象性 还得提到中国画线条的独特情趣与

书法用笔和韵味之间的共性 相对于西方 线条在中国画中占

据了主角地位 赵孟俯的 石如飞白木如籀 写竹还须八法通

是中国画用笔用线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中国画的线 墨 色在

表现某一对象的同时 还形成一种与所表现的对象无直接的

必然联系的特别情趣  在笔墨的挥洒之中 人性被物化为无言

的思想 这是心情意趣的自然流露 是感情的表达渠道 古代

画家并不以酷似物象外形为目的 离形 但必须 得似 突

破具象的束缚 时空的界限 表达强烈的主观个性 这不仅是

因笔墨材料和书法用笔的特点所致 也是审美理想的要求 观

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 必然不能拘泥于对象细节上的谨

小慎微  

三 不同的文化选择 

通过中西绘画的比较 不难发现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中

国画的线条意识与线条表现是举世难匹的 这是由于同它的姊

妹艺术同源异流的渊源关系 宗白华说 中国特有的艺术 书

法 实为中国绘画的骨干 各种点线皴法溶解万象超入灵虚妙

境 而融诗心 诗境于画景 亦成为中国画第二特色
( 8 )
林语

堂说书法是 中国美学的基础 给予了中国其它艺术门类以基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抽象•水墨 

 6 

本的精神体系 贡布里希也曾就中西美术比较时谈到 特别

是在中国 纯粹的笔法技巧最为人所津

津乐道 最为人所欣赏 我们说书法

是中国的美术 但是实际上中国人极为

赞美的不是字的形式美 而是必须给予

每一笔划以技巧与神韵
( 9 )
书法的点

线应用应该说是类似于抽象绘画的基本

语汇 随意 率性的线条挥洒是倾向于

主观性的 意象化的 见图 1  

然而 为何受书法影响至深的绘画

传统绵延发展了数千年 却不曾出现过

类似于西方的纯抽象绘画 我认为这与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不

无关系  

先从西方绘画语言的演变说起  

在西方绘画史上 抽象画的诞生几乎只是历史长河的一

瞬 在此之前 他们经历了一个严

格写实绘画逐步解体的过程 从十

九世纪七 八十年代算起 到抽象

绘画形成 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

绘画语言与观念迅速地 也是一步

一 步 地 转 变 孕 育 了 此 后 全                                          

部现代流派的雏形                              图 2  塞尚  圣维克多山                 

印象主义是现实主义艺术向现代主义艺术过渡的一个阶

段 它们在实质上并没有与传统美术分道扬镳 但自它们诞生

之日起 西方的架上绘画就没有停止过对形式语言的探索 新

的眼光发展迅猛 后印象主义代表人物塞尚建立了不同于古典

透视规则的画面结构 他意识到艺术不是对自然物象的摹写

图 1   张旭 唐  

草书古诗四帖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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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与自然平行的和谐 图 2 野兽派和

德国表现主义以风格狂野 艺术语言夸张

而得名 到了 1909 年 天才的毕加索造就

了一个与自然物象不同的新的整体 立

体派 图 3 大行其道 接下来的真正意

义的抽象绘画就由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各

自代表的热抽象与冷抽象完成 图 4 5

以后的未来派 超

现实主义 达达等

更是应接不暇 绘

画语言的丰富性前所未有 相应的绘画

理论也接踵而至 义无返顾的形式反叛

迥异于文艺复兴时期崛起的古典写实风

格 与后者五百年的酝酿与积累相比 新的流派年龄尚小 然

爆发力十足 至于抽象表现主义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新

形式的发展又从强调主观感情到侧重

于客观表现的转变 例如 波谱 艺

术的兴起而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

我们无时不刻感受着形式语言变换跳

动的脉搏 画家们似乎是在经历一种

趣味盎然的探险过程 从中去发现自

己的价值 历史的积淀对他们来说不是纯粹的继承或者负担的

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叛与改造的依据  

中国绘画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与西方绘画容易推向极端相

比 以不变应万变的中国画在形式上拥有恒常性格 在上千年

历史中 人物画中的十八描 从吴道子到陈老莲 造型与描绘

立场并没有变 任伯年的出现又把这一稳定的延续延长到了今

图 5  蒙德里安 

图 4   康定斯基 

图 3  毕加索 

弹曼陀铃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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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山水画中的钩皴点染作为最稳定的形式语汇 上千年依然

如故
( 1 0 )  

很难说明孰是孰非 中国画的发展本身就犹如打太极 棉

里藏针 以柔克刚 虽程序固定 但魅力依旧  

孔子的中庸之道指出认识事物要 叩其两端而竭焉 过犹

不及 这一折中调和的方法论 很大程度决定着他对美与丑的

看法 孔子要求 怨而不怒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警告 不

得中道 必也狂狷 他说 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 不

如顺应 刚中而应 行险而顺
( 1 1 )
的八字真言 这一审美观对

后世的影响是毋庸赘言的 中国的儒者文人总是不偏不倚 温

柔敦厚的 画家们在艺术上的成功也常常是对此中庸之道的适

应性的成功 谢赫的六法要求 应物 去 象形 随类 而

赋彩 六法精论 万古不移 还有什么是需要改变的吗

纯粹 抽象 更是难登大雅  

因此 我认为中国人的抽象意识是甚

于在画面上的抽象表现的 动笔形似

画外有情 纯抽象意识似乎游离于具体

画面之外 人们可以 望秋云 神飞扬

临春风 思浩荡 但在绘画中终究不会

把物象全部解体 黄宾虹曾定义说 元

人笔简意繁 故曰写意 它可以于无画

之处皆成妙境 但再如何意笔草草 却

仍有形依稀可辨 据说黄宾虹 集笔墨

之大成 的画面曾受西方绘画及理论的  

影响 使他能够发现并因眼疾而无意出

现了抽象因素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但

其结果并没有摆脱传统山水画的构图程序 一草一木昭然若揭

图 6  黄宾虹 

渴笔山水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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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6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对黄宾虹而言 传统程序无

需改变 为了 畅神 形 可以在意识中已 灭 但在笔墨

处理上却从未间断 同样的 唐代的王洽泼墨时本无具体形象

他是任笔墨在纸上流荡渗晕 然后就势再作调整 调整是关键

的一步 这时在一片氤氲之中我们看到了山石树泉的隐隐然的

形态 为山为石 为云为水 应手随意 可见 形是没有也

不会 尽 的 离形 不是弃形 其中总有现实的依据 总具

有一定具象性的因素 离形 是手段 得似 是目的 董其

昌在 画禅室随笔 提到 李成惜墨如金 王洽泼墨渖成画

惜墨与泼墨两相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李成勾画形象的肯定与清

晰 而王洽的泼墨却很难保证形象的明确轮廓 然而在 计白

当黑 虚实相生 的哲学背景下 笔

墨形象在画家的处理上必然会适应认

知与感知相交叉的视觉审美心理 因

此 虽是兴到墨戏之作 最终总会取得

笔情墨趣与形象生动的一致性 二者得

到完美结合 使线条的抽象性和具象性

并行不悖 这在后来米家山水和梁楷的

泼墨仙人图 图 7 李白行吟图

等作品中得到更多的展示 中国文化孕

育出的绘画在造型上处于和谐统一之

中 具有虽虚幻而可感知 虽背理而不

荒诞的抽象性形态的显著特征
( 1 2 )

 

图 7  梁楷 宋  

泼墨仙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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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抽象实验水墨的尴尬 

时代发展到 20 世纪的 80 年代 在 85'新潮艺术的大背景

下 中国画坛兴起给传统水墨艺术 把脉 寻找新的 生长点

他们秉承世纪初一批仁人志士对中国文人画的因循守旧发出的

猛烈抨击 并倡导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从此

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

的 传 统 技 巧 观 行 不 通

了 随着国门的开放

与西方交流的频繁 在

世界当代艺术的广阔背

景中 真正大规模的对

传统水墨革故鼎新的艺

术实验逐渐展开起来

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实

验水墨艺术家们 敏感

于当下社会人的生存状

态 水墨实验也已不再  

局限于形式技法的尝试  

更愿意将水墨性话语当作有现代文化品位的艺术样式 来直

接呈现当下的感受和体验
( 1 3 )
到了 96 年至今 抽象水墨开始

形成一股强劲势头 开始了多方位的 个性化的水墨表达  

二十年来 中国的水墨实验确也流派纷呈 对传统的六法

完备的叙述方式在中国画坛上的波澜不惊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使人们打开了思路 扩大了选择范围 有抛砖引玉之功 确实

艺术的发展要和时代同步进行 积极地参与和构建属于现代人

图 8  张羽  灵光第 46号•飘浮的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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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墨语汇是要给予肯定的 我们不能忽视艺术的时代性 不

同时代的审美趋向乃至思潮 它们对于肯定画家自身的价值乃

至特定时代的价值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不难发现 出现在 20 世纪末的这场水墨实验是由艺术家和

评论家共同参与和精心烹制的一次盛筵 尤其是对以语言实验

为目标的抽象型水墨 评论家们更是表现出爱护有加的态度

如果说以精神探索为中心的表现型水墨 如李孝萱 王彦萍

刘庆和等画家的作品 或多或少得益于西方的表现主义绘画

并继承传统水墨画中既有的表现性因素 在本质上还 有章可

循 的话 如果说以现代观念为前导的边缘型水墨所表现出的

非架上 观念化 倾

向 虽然深嵌民族文化的

印痕 也能发挥水墨的性

能和保持水墨的趣味
( 1 4 )

如图 9 王天德 圆桌系

列 谷文达的 联合国

人与空间 等作品 但

又似乎超出水墨之外 与

西方的装置艺术 观念艺

术过于趋同 那么力图在     

水墨领域开创一种新的前

景的抽象型水墨 则满足了艺术家们与评论家们对既能超越传

统及规则 又能摆脱 西方中心主义 的阴霾的理想  

抽象水墨艺术家的种种努力都致力于水墨画之现代转型

其中不乏激进 带有强烈文化批判意识之士 台湾的刘国松带

着 革中锋的命 的口号启蒙了这一思潮 开阔了水墨表现的

题材内容 他的以肌理带笔墨的 非笔墨性水墨画 在相当程

           图 9 王天德 水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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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来源于西方的抽象绘画
( 1 5 )
此后的一批抽象水墨艺术家发

展了渲涮晕染和拼贴 拓印等手法的综合运用 引入 硬边语

言 如刘子建 见图 10 开拓多维空间的可能性 如张羽

( 1 6 )
这些对传统笔墨技巧

的挑战态度着眼于 证实

在传统水墨技巧系统之

外发挥水墨材质性能的

可能性并试图为水墨艺

术开拓一个更加开放的

无边界的前景
( 1 7 )
另

外 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超

现实主义给画家们另一

启示 西方造型艺术中

的象征符号 也以水墨形        图 10 刘子建 错置的空间 二号 

式出现在中国当代水墨画中 中西古代一切文化符号几乎都派

上了用场
( 1 8 )
画家们使用象征手法 如谷文达 王川 阎秉

会等的部分作品 对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再阐释 甚至有些画

家把目光对准了宇宙 热衷 谈玄 这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盛

极一时  

然而 就是同样这一批艺术家 当人们在 20 年后重新评点

他们的作品时 却发现发展缓慢及西画倾向成了他们共同存在

的问题 抛弃古典水墨规范 实现语言的 现代转换  并不象

他们所描绘的是可以自由表达现代人心灵和文化感受的伊甸

园  这里并不是怀疑画家们的勤奋与执着 艺术的发展也不是

以时间长短为标准 只是在肯定 实验 是一种坚定的 不妥

协的变革态度 并且坚持西方的标准不是自己的标准的思想指

引之下 抽象型实验水墨难免要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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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它认为 实验 不是在传统的内部按其发展的规则所进行

的自我完善 而是超越于传统及规则 超越某种可能趋于完美

的观念 进行综合的尝试 探讨新的可能性 ( 1 9 )  

目的是对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对未来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

应对策略  

我所选择的是一种与笔墨传统断裂的实验性水墨方式

刘子建语  

另一方面  

水墨 是一种 语言 系统 它曾经或者现在仍然以一

种不断臻于完善化的叙述方式表达它与社会的默契关系  

中国传统水墨中的 澄怀观道 完全具有容纳当下经验

和展开开放视野的文化功能 ( 1 9 )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具有千余年文化底蕴又正焕发出时

代活力的重要载体 它是中国的 前卫 随着中国文化在新

世纪对世界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 它的前途应该是不可限量

的
( 2 0 )   

这就难怪人们会产生歧异了 本来精神并不怕趋于完美

只有完善 何来超越之说 并且实验水墨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

的认识 似乎是基于 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 那么如果能

使 文化底蕴 焕发出时代活力 是否应该欢迎这种 压迫

既然已经离经叛道了 为何还要向传统 澄怀观道 呢 疑点

很多 不一而足  

在我看来 实验水墨既然承认可以 与传统文化相互砥砺

取长补短 能够 防止传统的僵化 牵引传统向现代方向发生

变化
( 2 1 )
就应该看到目前的实验与传统的一衣带水 血脉相

连的因袭关系 因为 超越 并非颠覆 摆脱传统的束缚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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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止陷入另一个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的悖论之中  

抽象型实验水墨画家的作品确实各具风貌 个性十足 他

们的代表作在 20 世纪末的出现犹如给中国画画坛注入了一剂

强心针 一时间人们欢欣雀跃 但是 打江山易 坐江山难

如果不能解除与传统水墨之间的藩篱 不能扭转用水墨代表民

族文化身份 以期在国际交往秩序中分得一瓢羹的心态 要高

呼新水墨语言规范的时代已经到来怕是难以实现的 只有画家

们摆正心态 用新的 真正可 生长 的作品来证明 这份 实

验 才更有分量 更具冲击力  

若昙花一现 曾经辉煌就已足矣 那么人们为何又有伤仲

永的悲哀呢             

五 抽象水墨的现代性意义 

现代性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向

来是美术界的永恒话题 它的文化价值是立足于艺术对现实的

反映 还是艺术自身的逻辑演进 我认为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

二元对立关系 而是互相推动 逻辑演进的同一进程  

有人认为 水墨艺术既要保持传统留存又要承载现代精神

意蕴 是 两难困局
( 2 2 )

其实这何尝是一个矛盾 即便是

我们也应该从艺术本身的自律发展来看问题 新陈代谢规律万

古不移 中国绘画史上的 20 世纪是中国水墨画革新的世纪 20

世纪有关中国画的创作 论争 破坏 建设 一切有关中国画

的活动 都是在传统绘画的 革新 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
( 2 3 )

有些激进人士甚至有恨铁不成钢的扼腕叹息 但万没有因为这

一画种逻辑演进的困难就改弦易辙 自立门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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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画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先遍览古画 目识心记

传移摹写 要带着镣铐跳舞 然后才能 以古典方式载托自我

心境 进入创作阶段 并期望 以此介入当下文化情境 融入

当下生活的精神领域
( 2 4 )  至于是否要对图式 语言革新 那

已是后话 重要的是能否在画面上充分展现自我 无论这个 自

我 是对现代社会物欲至上 心灵苍白 自然恶化的批判也好

是在于揭示水墨的流变性 透明性等美学价值 从而阐释中国

人的文化联想也好 或是发思古之幽情 抒发对田园诗意的向

往也好 也无论它是用现代水墨或是正统笔墨 即任何一种媒

介表达方式 总之 只要它能获得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关系 那

么 它就拥有了 现代性 把水墨看作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的命

题 即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与当代状态的执着关注的水墨

语言表达
( 2 5 )  我们无法想象也不能接受水墨画这一画种在世界

上消亡的一天  人们孜孜以求的就是这样的 自我 这也就

是我理解的 现代性  

至于抽象水墨的现代性 在这个崇尚多元化的当代社会

对抽象绘画这一在一个世纪前就在世界的另一端发生 发展的

艺术现象 我想受西方美术教育熏陶的年轻一代采用抽象方法

并融入水墨创作中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鉴戒与吸收外来文化

的长处为我所用本无可厚非 更何况艺术之间的相通本就使中

西绘画有着抽象性的共同语言 20 世纪 90 年代的今天 从来

未接受西方艺术影响的中国美术家 几乎已无从寻觅 各个美

术门类都有外来艺术的痕迹 但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的艺术仍

然保持着浓重的民族特色 可以说 百年来西方美术的冲激主

要造成艺术形式的变异 而不是民族精神的代换
( 2 6 )   

艺术是观念的产物 观察者的眼睛受到其信念 追求 理

解的调节 因而是有选择地鉴别 使用语言 因此 在这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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