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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畅神神””山山水水间间

十一长假近在眼前，想必各位读者也正在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由古至今，热爱自然、亲近自然一直是人们心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独特情
愫，山水林泉的自然、清净和生机意趣仿佛是每个人的天性。但从古至今
人们的旅游环境、方式以及感应天地，映照万物后的艺术产物也有着很大
的不同。此期我们就去说说古今人们“游山玩水”的那点事儿！

古今畅游大不同

每逢假期，钢筋水泥的城市
里都会上演一部“城市的大迁
徙”，人们从高楼大厦里走出，涌
到大自然中，满眼望去，不见“青
山多妩媚”，倒见“人头攒动
急”。古今人们都试图通过这种
出游的方式，与自然亲近融合，
摆脱现实生存中的功利羁绊以
及由此而生的种种苦恼，实现
心灵的自由与解放。但是，生活
的快节奏，让今日人们总被导
游“牵着鼻子走”，几乎人手一
部的数码器材频频闪动，让原
本放松的出行变成了走马观花
似的“观光游”。旅行日程的来去
匆忙，让人们疲于奔波，来不及
用心、用眼去细细品味自然，事
后对旅行最深的记忆也似乎都
凝结在了那些有限的照片里。

与当代人的“一窝蜂”相比，
古代人的旅游群体简单纯粹，主
要以古代文人的游山玩水和徐
霞客式的考察探险居多，往往只
身一人，盘缠寥寥，徒步远行，访
名山大川，察人文地理、风土人
情，尤其钟爱那些人迹罕至之
处，充满了冒险与惊喜，这种形
式更像是当下人们常说的“穷
游”。但穷也罢，富也罢，“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成为古人们的理
想和安身立命、出世入世的指
南，他们为了放松而亲近自然，
常年行走于山水之间，相比浩渺
万物，古人总把自己看的很小，
今人旅游则为了亲近自然而走
向它，把人放在照片中，人很大。

游山玩水时，古人们不忙着
照相，那干什么呢？事实上，这些
喜爱“游山玩水”的多是文人墨
客，如李白、苏东坡看到美景，情
至深处，写词作诗，就如同今日
在某景刻“某某到此一游”，宣告
他们的行走足迹。古时画家不对
景写生，他们两手空空，只带着
一种和谐、宁静、而又悠然自得
的心境在山水间流转。从这种不
受外界束缚的自由精神境界出
发，将感官和心智放空，以空明
的内心去感应天地，映照万物，
最后以绘画作为体道的一种方
式，达到物我两忘、畅神达性的
境界。而这种“澄怀观道”和“畅
神”的行为，也成为中国山水画
创作的旨归，而萧条淡泊、荒寒
简远的风格也被认为是山水画
的最高境界。

品画中山水，
看古今图式之转变

体会古人游玩方式，定要品
品古画。细看中国古代山水画，
360度的全景式构图，山势雄伟，
笔法简劲，意境幽深，一览全貌，
让观者神往。但“近观其质，远看
其势”，今日游客置身其中，并不
见画中风景。“全景式”来源于中
国山水画与西方绘画的不同透
视法，中国绘画以散点透视，采
用高远、平远与深远的“三远”构
图置景法，让画面产生了奇异的
效果。从古到今，山水画艺术从
图式上发生了有趣的转变。以倪
瓒的《渔庄秋霁图》为例，画面
中，近处瘦瘦的树，远处的平坡
与中间渺渺的湖水体现了平远
图式的特点。这种图式安排使得
山水画所要传达给观众的内容
清晰而透彻。

随着西方艺术思想的进驻，
山水画图式由繁至简。20世纪中
叶，一大批艺术家将传统的“三
远”构图法与西方的构图方式、
现代的写生相结合，逐渐透露出
了中西融合和抽象化的特征。而
当代山水画图式更是向自由性、
构成性、装饰性的构成方式转
变，体现了绘画的现代性与艺术
家的自由意识，也表现了当代山
水画的时代性特征。

学习古人
从容、纯净的作画心境

除了图式的变化，古今山水
画的心境也有很大转变，古代山
水画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不仅
仅在于其绘画学上的成就与贡
献，更在于其中所蕴含着的人性
精神与人格力量。古人的作品总
是那么从容、雅致、朴实而又不
失大气磅礴之势。他们了然于
胸的丘壑让我们景仰，其诗性
山水的纯净心境也令人赞叹。
他们那种心手相忘、落笔成形、
物我相容的情境，与“十日一
水，五日一石”的作画心境，渗
透出古人对画境从始至终的精
粹理念，其下笔如注、积点成
线，画面里萧条单薄的枯枝老
杈中也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个人
性格和品质，承载了他们对天
地造化和生命价值的体悟与判
断。而今日一些艺术家，为了所
谓的风格、时代精神而殚精竭

虑，往往没有把精力用在传统与
造化之间，忽视了山水意境的语
言质量和绘画品格，逐渐缺失了
古人从容闲雅、心智专一地对待
艺术与人生的态度。

画面重个性，容易失“情意”

当今是个性张扬、自我表现
大行其道的时代，画家几乎把个
性与自由看作是凌驾于艺术价
值之上最重要的品格。在这种艺
术创作情境中，不但很少让人看
到深邃的力作，反倒是充斥着格
式化、“想当然”的个性张扬。尤
其在当代的生活情境中，山水画

中“情意”所失也是一大现状，当
代很多山水画家没有“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经验积累，缺乏
先人“林泉高致”的山水精神与
审美情怀，外出写生时面对多样
的景色总是画的“千篇一律”，躲
在电脑背后看风景图片，在画面
图式的“符号化”和“卖相”上下
功夫......那么，如何对自然中行、
色、光、线的各种体验，培养自己
对景的敏感、性情；如何通过笔
墨媒材的物化来表现内在生活
的感受；如何通过深入体会风
景，将生活之景转化成心中之
境、画中之趣？我想首先还是要
到自然中“畅神”吧！ （贾佳）

《溪山行旅图》——— 陕西铜川照金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描写的陕西

省铜川市照金，照金目前为全国百家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是，它作为古
代战争的南北分水岭，有“石门关”之
称；现在的照金已看不到《溪山行旅
图》中的美丽景色，但其特色景观国家
级丹霞地质公园，仍然值得一看。

《庐山高图》——— 江西庐山
沈周、顾恺之、荆浩都有描写庐山

的传世山水之作。沈周的《庐山高图》，
峰峦密布，气势恢宏，山间林木茂盛，
溪水曲折潺湲，至崖巅飞瀑直下，有一
老叟伫立静观于石上，若有所思，将庐
山的雄、奇、险、秀与观者的悠然气息
都描写的传神、细致。

《西湖柳艇图》——— 杭州西湖
宋朝夏圭的《西湖柳艇图》柳堤回

环，穿插、点景的木桥、屋宇、小船，将
画面配合得丰富、生动而有变化。天空
用淡墨染出浮动的白云，与烟雾迷朦
中的远方树林相接，笔法劲健，密而不
乱，节奏感甚强，颇得杭州西湖的真实
之美。南宋画家马远的《踏歌图》中也
描写了杭州的美丽景色。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
《富春山居图》中80%的景色描写

的是桐庐境内富春江的景色，20%为富
阳的景色。富春山位于浙江省桐庐县，
是一处山与水完美结合的风景佳处，
景色优美，黄公望82岁时开始绘制，用
三、四年时间才画成，画面以浙江富春
江为背景，表现出了秀润淡雅的风貌，
气度不凡。

《黄海松石图》——— 黄山
弘仁的《黄海松石图》取黄山一

景，以勾为主，以染代皴，很好地表现
了山石坚硬之质感。弘仁以渴笔焦墨
勾皴层岩，以浓润的细笔写树，风格冷
峻劲峭。构图上，大疏大密，计白当墨，
开合有致，新颖而大胆。

《蓬莱仙境图》——— 蓬莱
袁耀的《蓬莱仙境图》是袁氏父子

描写蓬莱风景中最为壮观的一幅，图
中山形脉络皆有动势，突兀怪异；以鬼
面皴法画出的山石奇形怪状，层次丰
富。华丽严整的宫殿与雄伟而富有动
感的山水巧妙地融合，浑然一体，形成
画面中动与静、整齐与活泼的鲜明对
比，气势博大。

说说古今画家“游山玩水”的那点事儿

香港苏富比 1 0 月 6 日的
“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专场”将
推出林风眠的《霸王别姬》与

《白蛇传》两幅作品。这两幅作
品同样采用白色为背景，除了
突显人物色彩，也蕴含了艺术
家对于光线、时间和空间的锤
炼：皮影戏以强光投影在白布
上演出，象征了单一而纯净的
光源，强化了人物轮廓，京剧
场景对于画面时间与空间的
处理也有着独特手法。因此，

《霸王别姬》与《白蛇传》两幅
作品以亮相的形式，表现了人
物 凝 定 的 状 态 ，将 霸 王 的 低
吟、虞姬的刎颈，青蛇白蛇的
启程等剎那情节，变成了画布
上的永恒。

此件黄地洋彩玉壶春瓶，

展现了乾隆时期造瓷工艺的
创新与进步。洋彩属清宫最受
珍视的瓷器品类，深受乾隆帝
重视且喜爱。洋彩在清宫中地
位很高，就连乾隆帝偏爱的另
一处宫殿——— 圆明园欧式风
格西洋楼，也摆设有数件洋彩
瓷。此瓶的器形与纹饰属乾隆
早期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的最
新风格，其设计及造瓷技术，
成功的结合了洋彩折枝洋花
纹与轧道锦地于一器。轧道锦
地的技术乃当时任职紫禁城
造办处的唐英所创，就是在瓷
器鲜艳的彩地上，刻画上细致
的纹饰，其设计及烧造，都需
要经过皇帝的批准与认可。此
件作品工艺精细，价值不菲，
被誉为“流落民间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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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黄地洋彩轧道锦地折枝洋花玉壶春瓶》 ▲《白蛇传》 林风眠

看看古代山水画中的知名景点

十一去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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