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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齐红大写意中国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花鸟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统绘画)、大写意中国书法(篆行
体)、大写意中国篆刻

《莲图》（2019年作）
题识：开颜

红
钤印：齐
纸：棉料绵连(四尺六开: 46×34cm)
笔：羊毫长锋(梦章画笔 ·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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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齐红大写意中国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人物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统绘画)、大写意中国书法(篆行
体)、大写意中国篆刻

《哈尼插秧图》（2019年作）
题识：美在田间

红
钤印：齐
纸：棉料绵连(四尺六开: 46×34cm)
笔：羊毫长锋(梦章画笔 · 江)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4-大写意的“大”返回目录

——最大放大作者意图及表达独立特色的个性化人形大象生命力

1-1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首要要素——“心、笔、眼”及“眼心相印”的个性化内涵

“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术适可兼通”（孙
虔礼，《书谱》，唐）。

中国画大写意的创作，可以说是一个作者把既能继承中国画传统的同时又能充分发挥
出作者个体特色的、针对中国画一般性与作者特殊性二者相对关系的个人处理结果意
图用其作品表达出来的、对中国画进行“换汤不换药”的作者个性化“换汤”演化始
创的、作者个性意图表达过程。

作则由“心”经“笔”存形而见于“眼”，观则由“眼”见形知“笔”而会于
“心”，“眼心相印”为其作能会境通神之首要，眼不逮心之作可谓眼翳者之盲而言
象。

作者对自己个性化“换汤”演化始创结果的可否判定用尺度，可以说是作者用自己既
得理论及完成作品，与自己及他人的、已经既有的理论及作品做对比时所采用的作者
个性化判断用尺度，具体包括什么是作者意图（心），还有经其意图表达技巧（笔）

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书法
(篆行体; 草书; 
淡墨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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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成的意图表达形式的视觉共通性存形形象（眼）的、是否如意可否开门示人的
“意图与意图表达是否一致统一的判定（眼心相印）”，可以说是中国画大写意创作
的首要要素。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首要要素的内涵，即作者个性化了的“心”、“笔”、“眼”、
“眼心相印”的内涵，是决定其创作内涵的关键。

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书法
(篆行体; 淡墨书
法)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4-大写意的“大”

1-2 “书画印”的广义性内涵——个性“写意书法”、“写意画”、“写意篆刻”

绘画造型的基本过程，可以说是作者把自己眼睛观察到的三维对象的二维视网膜自然
映像，个体知觉性地存形再现到空白二维平面载体上的过程。
 
白天亲眼见过北京天安门全貌的观者，其后，不会因为基于日照光的明暗不同、人工
照明的光源色不同、还有所戴墨镜镜片的颜色不同而生成的自己眼睛视网膜上的天安
门映像的色的不同就改变其对天安门固有色的认知；同时，也不会基于自己眼睛视网
膜上的天安门映像的大小的不同而改变其对天安门固有大小的认知。其原因是由于人
类的眼睛通过光而产生的视觉性光色空间知觉，是具有针对光色及大小是不变动的、
是基于个体经验及记忆由来的个体恒常性知觉。同时，同一观者却能基于自己眼睛视
网膜上的天安门映像的大小不同而感知出其所在位置与天安门的距离远近。其原因是
基于人类的眼睛针对远近深浅的空间纵深知觉则是依据前者的个体恒常性而得出的比
较推论性个体知觉，乃至针对空间变化的变化知觉则更是因个体恒常性知觉的个体性
不同而产生了的，是具有个体差异的运动及错觉诱发性个体知觉。绘画造型的“作者
个体知觉性存形再现过程”，是明显不同于“忠实”存留不同光色与距离时的各种天
安门不同照片的、“照相机底片的复制性感光成像再现过程”；也是明显不同于机
械、建筑、电路等技术设计的统一使用几何投影等法及尺规规范的、“制图技术的人
为标准化统一性描绘再现过程”。因此，可以说绘画造型的知觉性存形再现过程是基
于作者的个体性经验及记忆内涵的比较推论性及诱发性等的个体性知觉能力的、是因
人而有异的、离不开作者个体主观意图的、“个体表意性写意存形再现过程”。

再从绘画造型的基本技巧上来说，对人眼视网膜自然映像的光色与空间两大要素的存
形再现技巧上，光色的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对阴影、倒影、乃至夜晚色进行非视网膜自
然映像的主观意图性省略法、对颜色进行非视网膜自然映像的主观意图性省略法或傅
彩法，还是外来的明暗法的把光色对比度进行非视网膜自然映像的主观意图性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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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
(传说、故事; 文
人画; 水墨画; 中
国传统绘画)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4-大写意的“大”

法；中国本土及外来的空间远近法的非视网膜自然映像的主观意图性多视点叠加法、
逆远近法、曲线远近法、远近分割法，空气远近法的浓淡实虚法，错觉诱发法，等
等，都是基于作者个体主观意图地追求个性存形形象视觉效果的、“个性表意性写意
存形再现技巧”。

若把绘画作品形象的、与实在物象的人眼视网膜自然映像的乖离度，造型技巧成熟
度，意图角度，意图程度作为个性写意程度的大小区分方法，而常人视网膜自然映像
设定为零写意度时，手绘存形再现出的绘画形象的“个性写意度大小”可尝试举例排
列如下：
实在物象的常人视网膜自然映像（小于）无技巧的孩童的类似本能画（小于）有技巧
的实物及照片透写画（小于）有技巧的明暗远近等法则画（小于）有技巧的漫画、美
术图案画（小于）把视觉性经验记忆形象有技巧但存形时关闭视觉而再现出的闭眼画
（小于）非实在物象的有技巧臆造画（小于）先天性视觉障碍者的无视觉画，等等。

总之，若把类似于使用相机底片成像，或透视法则用尺规及制图用程序软件等方法再
现出的效果平面作为无个体性标准统一存形再现出的“常人视网膜自然映像的复制
品”时，广义上也就可以将与其有别的手工存形再现效果平面的“书画印”作为是基
于个体性主观意图及表达的个体表意性手书“个性写意书法”、个体表意性手绘“个
性写意画”及个体表意性手镌“个性写意篆刻”。

1-3 “写意”的中国画狭义性内涵——“个性化地简笔突出重点”

“夫大画与细画用笔有殊臻其妙者乃有数体”（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二，
唐）。

“写意”（也称“粗笔”），是对于“工笔”（也称“细笔”）的，在中国画（国
画）的意图及表达技巧上进行分类的相对补集性用词，其元素为“大写意”及“小写
意”，其相对交集为“工兼写”。

“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顾陆之神不可见其
眄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
也若知画有疎密二体方可议乎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一、二，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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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
(人物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
统绘画)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4-大写意的“大”

从东周战国楚墓旌幡帛画真迹的《人物龙凤图》及《人物御龙图》亦可鉴，可以说如
同基于篆书的隶草之变的行书出现之后楷书也随之而形成一样，先写意后工笔也是中
国画的演变历程中演化形成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方向不同的中国画意图及表达技巧。

若说“工笔”可以归纳为是倾向于“标准化地繁笔细致周全”时，“写意”就可以相
对说是偏向于“个性化地简笔突出重点”，二者可以说是方向不同且其两方向端点的
连线是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画（国画）的全部意图及表达技巧。

1-4 “中国画”的一般性要素内涵——“形神俱活”、“毛笔写水存形”、“诗书画
印一体”

中国画的一般性要素内涵，也可以说是作者个体经过了不断地反复学习临摹、实践总
结、对比取舍而归纳出来的作者个体心目中最喜爱的、觉得作为中国画应该具备的、
作者个性化了的狭义性中国画一般性要素内涵。

从或八千年前的老官台彩陶；或五千年前的大地湾地画；或二千年前的楚墓旌幡帛画
及秦王宫壁画等开始的可鉴真迹可以看出，中国画是经过了自然发生（新石器），
“毛笔存留颜色形象”的萌芽（新石器、商），而至“毛笔写水存形”、“形神俱
活”的体系形成（宋），后续的“诗书画印一体”的成形（元、明），本土与外来的
碰撞、融合（清）等等的发生、发展、成形、演变历程的、是具有悠久历史且一直延
续至今的、中国独特的优秀传统艺术形式。其中，中国画（包括中国书法）可以说在
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上是占有无与伦比地位的、是有别于“工艺品”的、唯一的“视
觉造型艺术（美术）”。

相对于其他平面美术形式来说，中国画的一般性要素内涵可以归纳为意图与表达是否
一致的判断用尺度内涵，同时也是其艺术感染力内涵（眼心相印）的“形神俱活”、
与意图表达技巧内涵（笔）的“毛笔写水存形”、及意图表达形式的视觉共通性存形
形式内涵（眼）的“诗书画印一体”为其基本要素内涵。同时，作为中国画一般性要
素内涵的“形神俱活”、“毛笔写水存形”、“诗书画印一体”，可以说也是对中国
画进行“换汤不换药”的大写意创作时，其演化始创方向意图有别于其他绘画种类、
其创作作品意图作为中国画而必须应该具备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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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
(山水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
统绘画)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4-大写意的“大”

1-5 艺术成立的必须要素内涵——人工意图、人工表达、共通性共鸣频率、相互作
用、共鸣需求、共鸣生成

常人视觉与天然实在物相互作用时，例如当观看到大自然的山水草木等时，观者虽然
也有生成知觉及精神的波动的可能性，但这种波动只是源于观者自身自发性的、是基
于观者自身内心有某种需求的存在而产生的自我应答，而不是源自山水草木等实在物
主动性的“山水草木主动所作所为的”意图、表达、共通性共鸣频率、及相互作用，
所以说天然的山水草木等不是艺术。

通过或有吃过梅子、或知道“梅甘酸”、或听明白了“甘酸可以解渴”意思等共通性
共鸣频率、对于有共鸣需求的“军皆渴”的士卒来说，相互作用地听到成语“望梅止
渴”出处的、有曹操人工的意图、表达、共通性共鸣频率、及相互作用的曹操命令内
容后，士卒产生了精神波动乃至“士卒闻之，口皆出水”，更至“乘此得及前源”，
因此曹操之令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艺术可以说是完全成立的。

然而，没有听到过此令的士卒是没有精神波动的；另外，没有梅子味道经验的，或有
梅子味道经验但没有饥渴感而需求解渴的士卒即使听到此令时“口皆出水”的可能性
也微乎其微。也就是说没有共通性共鸣频率及共鸣需求的“艺术被动方”是不容易对
“艺术主动方”的曹操同令内容生成艺术共鸣的。

总之，（艺术主动方的）人工意图、人工表达；（艺术主动与被动方的）共通性共鸣
频率、相互作用；（艺术被动方的）共鸣需求、共鸣生成可以说是作为艺术成立的条
件而缺一不可的必须要素内涵。其中，共通性共鸣频率的内涵更是决定共鸣产生内涵
的关键（参见：拙见引玉5）。

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
(山水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
统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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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画”的艺术感染力内涵——作者人象“生命力”

“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惠者岂可议乎知画”；“所谓画之道也”（张彦远，《历代名
画记》卷第二，唐）；“画亦艺也进乎妙则不知艺之为道道之为艺”（《宣和画谱》
卷一，宋）；“然则象之事又有包乎阴阳之妙理者诚可谓至重矣”（宋濂，《画
原》，明）；“则知画之所以称禅矣”（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清）；“画不
遇识如客行于途无分于善恶也”（韩拙，《山水纯全集》，宋），等等。

视觉造型艺术（美术）可以说是作者通过作品形象对观者视觉的相互作用，意图使观
者生成视觉性知觉及精神的波动的一种活动，可简括为“想让人‘心动’”。其艺术
成立时的艺术感染力则可以说是心动源由的“某种动力”，而中国画的心动源由内涵
仅仅只是用逢迎观者视觉性感觉的“媚美”或“权奇”是不可能完全涵盖的。

“气韵生动”（谢赫，《古画品录》序，南北朝）；“夫气韵全而失形似虽活而非形
似备而无气韵虽似而死”（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二，宋）；“笔底深秀自然有
气韵此闗系人之学问品诣人品高学问深下笔自然有书卷气有书卷气即有气韵”（蒋
骥，《传神秘要》，清），等等。

可以说中国画一般性要素内涵“形神俱活”的“形”，是指作品形象的视觉可见性形
态（眼）；“神” 是指视觉可比较推论性及诱发性知觉而感觉到的作品形象的精神面
貌，也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包括作者的作品立意意图与存形技巧意图及意图与技巧
的一致意图（心）；“形神俱活”对观者来说，是对作品的“形神”一致统一的高度
生动表达而共鸣生成的、观者的视觉性知觉及精神的波动内涵（感染力内涵）；对作
者来说，即是创作意图内涵（心），也同时是对意图表达技巧（笔）表达出的、表达
形式的作品（眼）的成熟度判定时所使用的尺度内涵（眼心相印）。

“先观其气象后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终求其理此乃定画之钤键也”（刘道醇，《宋朝名
画评》序，宋）；“故画或以金胄杂于桎梏固不可以体与迹论当以情考而理推也”
（《宣和画谱》卷二，宋）；“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卷一，宋），等等。

因为中国画的视觉形象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及其表达形式，所以中国画的内涵也可以说
是等同于内涵是作者意图与表达的“作者人象”。因此可以说中国画的“气韵生
动”、“形神俱活”等是观者与“作者人象”间相互作用时，对“作者人象”生成的
源于中国先秦道家哲学思想“物极则反”的、具有文化共通性的、虽然中国画形象是
静止形象但观者却能感受到作者意图的“作品主题思想的精神活力”（参见：拙见引
玉6 ）、还有作者意图表达手段的“作品存形技巧的追求意图及其技巧高度成熟的精神
与神技的活力”、是观者对充满不朽的盎然生机的作者意图与表达二者“‘阴阳化
育’出的精神与形象的活力的合力”的共鸣，也就是观者对作者人象“生命力”而生
成的视觉比较推论性或诱发性知觉及精神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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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人还是最喜欢吃家乡味的饭菜一样，中国画的艺术感染力内涵可以说是中国文化
由来的、具有视觉及中国文化共通性的作者人象“生命力”。

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
(花鸟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
统绘画)

1-7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意图及表达要素内涵——以“‘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
命力”为目的的“以形写意、笔触一致、形神俱活”

“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
休复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
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邓椿，《画继》卷九，宋）。

相对于“标准化”的工笔，写意是偏向发挥个性的“个性化”，而“大写意”则可以
说就是“‘最大个性化地’‘逸笔’突出重点”。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时可以利用的最大个性化演化空间，可以说是在于尽可能地“最大
明确”作者作品立意的个性意图度（个性立意心）；“最大清晰”意图表达技巧特色
（个性笔）的个性意图度（个性技巧心）；“最大统一”创作意图及表达技巧而存形
的文化及视觉共通性存形作品（个性眼）的个性一致统一成熟度（个性眼心相印），
也可以说就是针对中国画的艺术感染力内涵进行以人为本地、作者个性最大化地“换
汤不换药”地演化始创指纹性。

因此可以说，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意图及表达要素的“大”的内涵是 “‘大指纹
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同时，中国画大写意创作也可以简括为内涵是“以‘大指纹
性’作者人象生命力”为目的的“以形写意、笔触一致、形神俱活”。

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
(花鸟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
统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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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视觉造型艺术（美术）的唯一客观基础——“眼见为实”

“今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画之臻妙亦犹于书此须广见博论不可匆匆一概而取昔
裴孝源都不知画妄定品第大不足观但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
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二，唐）；“且贵耳贱目者人之常情在当时犹取
重若是况于传远乎”（《宣和画谱》卷二，宋），等等。

视觉造型艺术（美术）的客观基础是作品与观者视觉间的相互作用。权威认可、师承
学历、地位名声、天资性行、轶事绰号、作品的商品价值及非共通性“密码型共鸣频
率”的自造言论等并不是绝对就能直接等同于其作品内涵。所谓权威可以说是为了或
普及周知或留存后世而推广艺术的社会团体，其对作品的认可是认可其作品具有推广
价值，而并非绝对就是对艺术的定义；同样，师承学历、地位名声、天资性行、轶事
绰号等等也最多仅是人生经历也并非绝对就是对艺术的定义；另外，一个人在甲方面
的“高”并不是绝对就同时自然而然地等于其人在乙方面的书画印造诣也具有其在甲
方面同样的“高”；尤其是西方近代的各种利用“让观者先听讲自造密码转换规则，
再让观者转移视线去看自造密码，让观者自己去转换自造密码去共鸣其自造密码型共
鸣频率 ”的自造理论来“权奇”、乃至列出“不懂自造密码的转换就是不懂艺术”的
前提条件来哄抬作品的商品价值的手法套路，其中有的甚至恶劣到了其作品原本就是
根本无法长期保存的明显就是公开骗人的地步。等等。

观听古今中外他人作品品论及作者自身解说，其中如“人神其作品必神”、“其作品
等同其人天资性行”、“一精作等于百作精品”、“理论高其作品必妙”、“以否定
既有理论来肯定自造理论”、“独自理论直接挂钩作品价格”、“卖的最贵的就是最
好的作品”，“卖不出去就是垃圾作品”等等忽视客观视觉可鉴存形形象、跳跃客观
相互作用的基础及文化与视觉共通性共鸣频率等平台的、对正确认知作品内涵有误导
性的市场炒作模式并不少见。

对观者来说，虽然不具备视觉共通性共鸣频率基础的观者不能完全认知作品的内涵是
无可非议的事实，但是同时，视觉可鉴的作品形象也是观者可以感受出其作品内涵，
即作者人象内涵的唯一客观途径。对作者来说，在“‘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的中国画大写意创作时唯一可以对自己意图及表达的结果进行可否判定的客观基础也
是基于“眼见为实”的是否“眼心相印”。

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画
(界画、臆造画; 
文人画; 水墨画; 
中国传统绘画)

http://qmg.ath.cx/zh-cn.html


Copyright (C) Sai Koh (Qi Hong).       All Rights Reserved.

返回目录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4-大写意的“大”

1-9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必要“眼力”——“人眼”、“兼顾眼”、“天下眼”、
“进化眼”、“慧眼”

“人眼”：尊重人类的文化及视觉共通性的必要创作态度

“夫书，，，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蔡邕，《笔论》，汉）；“作字先作人”；
“写字只在不放肆”；“这不亵之道也不可不知”（傅山，《作字示儿孙》，清）。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最基本初心是想要作品与人类的观者视觉进行相互作用，没有人
类视觉相互作用的创作在艺术上是不成立的。

“‘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最大个性发挥创作空间的必要条件是，需要尊重
相互作用时的被动对象的，即观者的人类文化及人类视觉的共通性范畴底线。首先，
一般常人双眼的视野范围是约上六十度、下七十度、左右一百二十度；约中心二十度
为中心视野、其余为周边视野、越近中心视野则辨识度越高。其次，人类的视觉性知
觉能力具有基于经验及记忆的恒常性由来的、比较推论性及诱发性。因此，包括款识
在内的作品整体形象在常人视野内没有清晰辨识度的创作；视觉形象极其排斥人类文
化及视觉性知觉的一般性常识及常理的创作等，可以说是没有尊重心态的创作。

总之，在尊重作者自己个性的同时也要尊重观者，即，尊重人类视觉及文化的共通
性。尊重艺术，是“‘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必要态
度。

“兼顾眼”：随时兼顾视野中心与周边的个性化视觉性知觉能力

利用视野而得知的视觉性知觉能力是可以通过有意图的经验积累而具备“个性”能力
的。

相信开车的诸位应该很多有刚拿到驾照开车时只能看到车头正前方的狭窄范围，而随
着驾驶经验的日积月累，突然有一天会视野变宽了，开始能正前方与斜前方随时兼顾
的视野知觉开始拓宽的经历。若把这种“司机个性的视觉性知觉能力”以及类似的
“对抗赛优秀选手个性的视觉性知觉能力”等称作为“兼顾眼”的话，只有具备了
“兼顾眼”能力的作者才能在“‘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创作时，其视觉性知
觉能随时兼顾作品平面的局部与整体关系，尤其是基于空气远近法的变化、基于注目
点法的意图性单色的变化、基于存形先后的变化等，才能存留笔墨自然的浓淡湿干等
局部与整体关系表达技巧的视觉辨识度，从而创作出形象与载体二者能“阴阳化育”
的自然整体形象。换个角度“防微杜渐”地可以说是，只有具备了“兼顾眼”能力的
作者才能避免作出“一色印刷”、“一色图案”，“没有主次”、“没有前后”等
“个性”内涵的作品，即，才能避免内涵是“墨镜眼”、“筒窥眼”等“指纹性”作
者人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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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眼”：每作必比天下的个性化视觉性库存对比能力

“学一家书知其好不知其恶学诸家书好恶了然矣知好不知恶亦能进德不能省过好恶通
晓德日进过日退矣”；“苟无是学即勿恃才恃才之过逾于无学无学不过浅近而已恃才
弄出许多丑态如何令人不呕”（赵宧光，《寒山帚谈》，明）。

创作结果可否的唯一判定手段是“不怕货比货”地进行对比，不只是与作者自身的既
有作品做对比，更是要拿作者人生积累了的古今中外的他人存世美术作品的视觉经验
的记忆残留像库存作为参照物来做对比。若把如同螃蟹眼一样的不光是复眼，而且还
能把眼支出体外几乎可以三百六十度地把天下都纳入视野内进行对比的“‘横行公’
个性的对比能力”称作为“天下眼”的话，只有具备了“天下眼”的视觉性库存对比
能力的作者才能在“‘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创作时避免作出“捡被历史淘汰
过的垃圾”、“远来的和尚”、“山寨拼凑”等“个性”内涵的作品，即，才能避免
内涵是“没见识”、“自欺欺人”、“自命不凡”等“指纹性”作者人象。

“进化眼”：不间断自我对比判定的身心求进的视觉性自律掌眼坚持

“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唐）；“他人
好恶易别自己好恶难识”；“遇好求恶境逆而易逢恶求好境顺而难”；“凡为学不进
则退无有停机”（赵宧光，《寒山帚谈》，明）；“名称千古必虚心以入其境唯不自
矜方能得心应手如自满之人必未知精微”（潘茂弘，《印章法》，明）；“十幅如一
幅胸中丘壑易穷一图胜一图腕底烟霞无尽”（笪重光，《画筌》，清）。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可以说是基于“毛笔写水存形”时的现场状态及人生积累而有变
的、可一生持续进行创作的、针对中国画进行的“个性化现场状态性及生平动态性”
演化始创。而作者对自己完成作品可否的判定的最基本方法就是首先进行自己作品间
的对比。

若把作者自身能坚持不间断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归纳总结及修正求进，每作必对比判
定严格把关的身心求进的视觉性自律掌眼坚持比作为“进化眼”的话，只有具备了
“进化眼”的作者才能在“‘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个性化现场状态性
及生平动态性”演化始创中避免作出“撞死耗子”、“老生常谈”、“越来越放肆”
等“个性化生平动态”内涵的作品，即，才能避免内涵是“不稳定不成熟”、“原地
踏步”、“走下坡路”等“指纹性生平动态”的作者人象。

“慧眼”：选择和锁定“笔墨”为中国画的个性无尽头演化空间要素的视觉性智慧

“非融心神善缣素精通博览者不能达是理也”；“夫画者笔也斯乃心运也索之于未状
之前得之于仪则之后黙契造化与道同机握筦而潜万象挥毫而扫千里故笔以立其形质墨
以分其隂阳山水悉从笔墨而成”（韩拙，《山水纯全集》，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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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已至特色巅峰的各种作品可以说是没有绝对的完美无缺的最好而是个性各存短
长的并列，即使分优劣也只是排名者按照其自身的个人目的及喜好进行的主观性列序
而不具备绝对性。然而从“临摹不是创作”的角度来说，各种巅峰特色对后发创作的
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从例如楷书的欧、颜、柳、瘦金等书体及其成形的先后顺序上
可鉴，可以说创作是“学则死，只有变才能活”。

已经既有的作品可谓浩如烟海且各具特色，若把能探究和归纳其各自风格特色的来路
去向，能见微知著地预测其各自风格特色发展方向的终点远近、能找出个性的无尽头
演化空间要素的视觉性智慧称作为“慧眼”的话，只有具备了“慧眼”的作者才能在
“‘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创作方向上，能随时牢牢把握住“笔墨”作为无
尽头的个性中国画演化始创空间要素而不脱轨，才能避免作出“中国画包材的油
画”、“中国画包材的水彩画”、“中国画包材的美术图案画”等“个性”内涵的作
品，即，才能避免内涵是“中国画的歧路演化”的“指纹性”作者人象。

齐红大写意中国
书画印拙笔例：
大写意中国篆刻
(阳刻石材朱文印
章印记；阴刻石
材白文印章印记)

1-10 中国大写意艺术的展望——中国特色的作者始创指纹性时代气息将更加亮眼

“美术”乃至“艺术”可以说是“想让人‘心动’”的一种活动；“美学”或“审美
学”或“感觉学”可以说是如何统一解说“美”的本质和标准及意义。然而随着时代
的发展，基于为了从“美学”的解说中独立出“艺术”的研究而产生了“艺术学”，
之后“美学”又吸取“艺术学”的主张为其要素而演化，可谓二者除了对象范围明显
不同外，其余内涵的共通性则越来越明显，现阶段可以说偏向哲学性解说的是“美
学”；偏向科学性研究的是“艺术学”，如何“准确”使用这些“外来概念”也确实
越来越艰难。

“葢一主于变化出没必流于戯墨于画法甚亏若拘于画法则又乏变化之意”（汤垕，
《画鉴》，元）；“字与文不同者字一笔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为古人作印板当得谓
之文耶此中机变不可胜道最难与俗士言。”（傅山，《作字示儿孙》，清）。

仅从“艺术”是“想让人‘心动’”的角度来说，不是全部创新的非始创性临摹到模
仿乃至山寨组装版及批量生产复制等作品也当然是属于艺术的范畴，由此可以说“艺
术”的“门槛并不高”。然而从“临摹不是创作”的角度来说，作品的指纹性始创部
分则是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可谓：“作文始知精题识之逸格极难，作
印始知精章法之逸格极难，作书始知精笔形之逸格极难，作画始知精墨色之逸格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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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意’存形再现中国社会共通有益正
能量的中国文化特色意技生命力”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棉料绵连羊毫长锋地‘写’活水存一
笔到底之中国传统习得演化指纹造型始创性心印造化且形似
自然的天成难得活笔锋形活气墨色线面层次结体物象势能形
的意技俱活生命力”

难”，从始创具有作者个性指纹特色的“只有变才能活”之艰难上来说，“‘大指纹
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中国画的大写意演化始创”可以说是“门槛极高”。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是对中国画进行“换汤不换药”的作者指纹性演化始创过程，而在
始创作者指纹性特色部分的同时如何能保有中国画特色部分也是中国画演化的重要课
题。每位作者的意图与表达理所当然都有自己个人的独立个性，然而即使是个性演化
中国画也不能肆无忌惮全盘否定地进行“换药 ”。抛开“美学”、艺术学”、“古典
主义”及“达达主义”等外来概念的解说和主张，如何去认识、理解、取舍、传承中
国画特色的根本可以说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吃”的深度及其所同步的对中国文化的喜
爱程度，而其喜爱程度最高级的“最爱”更可以说是作者会由衷生出必须坚持维护中
国文化特色责任感的最原始动力。

笔者相信，随着祖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及网络平台的日益便利，对中国特色艺术的中国
书画印的认识、理解、取舍、归纳、实践等也将步入越来越全方位对比的个体性丰富
阶段，选择中国大写意艺术作为“最爱”的人士也将越来越更多，充满时代气息的特
色各异的“大写意中国书法”、大写意中国画、“大写意中国篆刻”的始创作品将日
益层出不穷，中国大写意艺术将迎来更加崭新的演变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作者始创
指纹性时代气息将更加亮眼于五洲四海。

由衷祝愿祖国大写意艺术日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谨为敝人一己之拙见引玉，敬请诸位方家多多教正！

齐红
二零二零年元月吉日

http://qmg.ath.cx/zh-cn.html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sc-6.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sc-6.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sc-5.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sc-5.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sc-5.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sc-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