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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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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山水画，就是以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
中国古代山水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经历代画师的创新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画
风。
山水画在描绘物象上，主要运用线条、墨色来表现形体、质感，有着高度的表现力，并与诗词、款赋
、书法篆刻艺术相结合，以达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效果。
历史上，山水画名家层出不穷，作品更是灿若繁星、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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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早期山7k画的缘起　　文献中有记载的山水画，最早要算唐代张彦远（沥代名画记》所载
的汉武帝《五岳真形图》。
这幅作品，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末或前1世纪初，题材取材于道教。
汉武帝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又信奉黄老道术。
为求长生不老，任用许多方士，命他们去求仙寻药。
汉武帝作《五岳真形图》，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思想和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多次封禅和祭祀山川，便有了受封的五岳。
可以推测，除了宗教本身意义之外，《五岳真形图》的原作已开始具有对山川景观的审美意识。
　　求仙的思想和行动，驱动人们寻找蓬莱仙境，遁迹山林，客观上密切了人们与自然的关系，道家
思想催生了山林文化。
古代神话传说中，九州的名山大川都有神仙居住，而黄帝、舜、周穆王、秦始皇之祭祀五岳，学仙于
名山，封禅于泰山等都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就存在的自然信仰之反映。
《庄子》中也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的记述。
　　从探究山水画起源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在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作品，已经初步具有了山水画
的基本特征。
这些朴素描绘人与自然关系的早期绘画，为中国山水画的发端提供了可信的佐证，在那里，我们可以
清晰地找到中国山水画的雏形。
　　但是，在晋以前，虽有山水画的内容存在，但只能算是山水画的源头。
还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山水画。
虽然学术界有争议，但大部分文献中都记载山水画萌芽于晋朝。
刘宋时期宗炳撰写的《画山水序》及王微撰写的《叙画》二文，均是关于山水画创作的理论总结，从
侧面说明在南朝刘宋之前的晋朝就已经有了山水画的产生。
　　那么，魏晋文化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山水画的萌芽呢？
　　东汉末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一些文人高士不愿依附某一个政治势力，，便转向远离政治、
不务实际的玄谈。
魏晋文化的特征是崇尚清谈之风，喜欢玄学（即老、庄、易），注重哲理上的思辨性，崇尚道家文化
的任运自然，很多的文人名士放任、风流、不拘成规，他们放浪山林之间，饮酒赋诗。
魏晋时期形成了士族制度，所谓“士族无下品，庶族无大夫”，后来，士大夫阶层逐渐加入到这些文
人名士之中，使得玄谈成为一种时尚。
　　玄学家和文士们喜爱林泉山水，青睐山水田园的景色，游山玩水成了他们的追求。
　　汉至魏晋山水文学包括山水诗，山水文赋由此得到了较快发展，如郭景纯的《江赋》、木玄虚的
《海赋》，其他还有潘安仁的《秋兴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希逸的《月赋》，以及更早的楚国
宋玉的《风赋》。
这些歌咏自然风景的山水文学从审美意识和表现手段方面都为山水画做出了榜样，这些山水诗赋开始
形成中国文人艺术家的山水艺术情结。
　　另外，在晋以前的庙宇祠堂中，山川自然与神话交融的壁画已经产生，为晋朝山水画创作做了形
式上的准备。
　　（二）文人山水画的萌芽　　在南北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山水形象在绘画中，是作为人物
背景出现的。
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画面上山峦起伏，水面波光粼粼，占据着画面的大半空间，只是作
者的意图不在于表现山水，山水的形象只作为人物形象的陪衬。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山水画以独立画科的面貌出现，比欧洲的风景画早一千多年。
山水画的表现技巧也开始趋于成熟，并建立了初步的山水画理论，阐明了“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
画家们通过画山画水，抒发性情，这个时期的山水画已呈现出自由的生命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山水画/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魏晋之际的嵇康，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而且也是画家，他以擅画人物故事著名。
他的名作《巢由洗耳图》一直流传至唐代。
此图虽然取材于尧舜时期两位隐士巢父、许由恶听唐尧之召，洗耳于颍水之滨的故事。
这幅画潜藏着文人个体意识觉醒后，如何与自然山水联系的最初契机。
如果说这些更多地是带有阐释意味的话，那么其后出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则完全明
朗地显示了这一趋向。
竹林之中，画的是雅好玄谈、纵酒任诞而不拘礼法的“竹林七贤”与春秋时的高士荣启期。
这幅砖壁画以人物为主体，以银杏、垂柳、乔松、阔叶竹、梧桐所代表的山林为背景。
如果说《巢由洗耳图》还只是魏晋文人个性的展示，那么《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则进一步将人物风
神与山林契合了。
　　中国山水画从人物画的附庸中走出来的发祥地是东晋时的会稽郡。
东晋时的会稽郡，包括当时的山阴、剡县、始宁。
这里有四明山、会稽山、大盘山等山脉横亘其间，又有长乐江、澄潭江、黄泽江穿越而过，是浙东著
名的风景区。
东晋虽建都建康，但大批文人学士都选择了会稽郡这块茂林深壑、风光旖旎的好去处，与政治中心建
康保持一定距离。
　　执东晋政局牛耳的四大宗族（王、谢、庾、桓），有两家相继数代，以会稽为居住地，会稽郡在
东晋社会中居于人文荟萃的中心位置。
在晋代，如果说山水诗是山林文学、贵族文学，那么我们也可说山水画是士大夫绘画。
使中国山水画走向独立的肇始者顾恺之、戴氏父子，都曾在会稽郡驻足隐居过。
　　士人的欣赏和绘画对象，借助道家的力量转向山水。
山水也一直成为士人画的主要对象，他们不但要得山水之体，还要得山水之神，不但要山水可行、可
望，还要可游、可居，他们要在山水中得到尽情的满足。
　　根据记载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许多著名的山水画家都是隐士，或将隐逸，他们将隐居作为人
生的理想。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
善书画，江夏王羲恭尝荐炳于宰相，前后辟召，竞不就。
　　王微，字景玄，琅玡临沂人。
善书画，尝居一室，读书玩古，不出十余年。
皆得辟召，竞不就。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
幼有异操，年10岁，得葛洪《神仙传》，便萌生了长生之志。
武帝尝欲微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
梁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
朝廷有事多询之，号“山中宰相”。
这些仅是隐士中的山水画家，还有很多具有隐逸思想的在朝山水画家。
　　从秦汉至南北朝期间，从早期以人物为主的带有山水形象的绘画中，人物所占的空间逐渐减少，
而山水形象却不断增加不断完善。
在伴随人物画发展的同时，山水形象逐渐脱离人物的背景而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东晋顾恺之（约345～407年）字长康，小名虎头，晋陵无锡人，著名画家和绘画理论家。
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山水画家之一，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山’水画的形式，是中国山水画的先驱
人物。
他写的《魏晋胜流画赞》，表明他还是我国最早的一位绘画评论家。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把他的画列为上品。
此外，他还兼善诗文、书法、音乐，在魏晋风度的时代氛围中，他性格“率直通脱”，言行“既痴且
黠”，时人以“三绝”赞之——才绝、画绝、痴绝。
　　顾恺之生长于山水秀丽的江南，沿江自然风光的熏陶与魏晋风度的人文影响，使他对山水之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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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格外的体味。
他曾向人津津乐道会稽山川之秀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他在后世享有“山水画祖”之誉。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是根据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一文创作而成。
全卷共分12段，现存9段，绝大部分是人物，唯有插题箴文“道冈隆而不杀”的第三段，冈峦山石复叠
占了大部分画面。
山间有雉鸡飞起，峰峦间有树丛点染；在画法上，山势叠起，笔势山形都极见变化。
比起以往的山形显得进步许多。
　　这虽未脱离表现人物为主题的陪衬地位，但它却提供了更清晰的了解东晋时代山水形象创造的艺
术特点，是山水画形成的重要准备阶段。
　　代表顾恺之山水画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是著名的《洛神赋图》。
该图卷有多种宋人摹本传世，仍保存着魏晋时代古拙的画风。
它以曹植的名作《洛神赋》为内容，分段描绘赋意，移步换影，构图相连，其间山水起伏，林木掩映
，人物随着赋意的铺陈重复出现，画面处理将时间和空间打成一片，既带有梦幻虚拟的浪漫色彩，又
体现了传统绘画时空合一的特征。
如果说在《女史箴图》中能见到的山水形象还只是山石林木的局部，那么此图则是整体的山水画幅。
　　在画法上，此图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画中的景物大小、疏密高低、层次起伏，较以往变化更加丰富。
树以勾叶柳和葵扇形树木为主。
勾叶柳有高低、偃仰、向背之不同形态，干、枝、条、叶逐次而生，略显迎风摇摆之意。
以双勾画法画树干和树叶，这在山水画上是第一次出现，创造了对后世多有启示的勾柳叶法。
葵扇形树木图案化形态显示一种稚拙的意趣。
　　《洛神赋图》无疑是山水画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标志。
从主题思想到画面表现，都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密切协调状态。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山水画/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
读本。
该丛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古代山水画》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之《古代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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