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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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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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地麻雀图》（2019年作）
题识：齐足并进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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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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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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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图》（2019年作）
题识：积善之家

红
钤印：齐；一滴润乾坤
纸：棉料绵连(四尺六开: 46×34cm)
笔：羊毫长锋(梦章画笔 · 江)

返回目录

——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色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

3-1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创作意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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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的意图表达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对于艺术的一般性认识可包括：
“为了什么？”、“谁？表达了什么？如何表达的？”、“结果如何？”，即，目
的、内容始创者及活动者；内容；形式与技巧、价值等几个基本方面。

于创作角度而言，艺术的意图表达可以说是包括其作者的创作意图及表达其创作意图
的技巧两个基本方面，而其作者的创作意图则又可包括其创作作品的立意意图、表达
技巧意图、及其意图与表达的一致意图。

“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古画品录》，南北朝）；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摘茧图》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婺源晒秋图》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栽桑採叶勤劳作
蔟山摘茧欢笑颜
移蚕家居五千载
编织锦绣华夏篇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篁匾梯岭载收穫
向日竞艳步步高

大写意中国书画创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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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色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命意难易度：
“每作品无主题易，有主题难”、“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难”、“以有视觉物象及以已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易， 以无视觉物象及以未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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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茧图》、《婺源晒秋图》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6-大写意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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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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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记
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丹青
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卷第一，唐）；“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故鲁殿纪兴废之
事麟阁会勋业之臣迹旷代之幽潜讬无穷之炳焕”、“且古人所制佛道功德则必专心励
志曲尽其妙或以希福田利益是其尤为着意者”、“图画者所以鉴戒贤愚怡悦情性若非
穷玄妙于意表安能合神变乎天机”、“艺必以妙悟精能取重于世然后可著于文可宝于
笥恶夫眩惑以沽名者则不免鉴士之弃”（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卷六，
宋）；“自三代而下其所以夸大勋劳纪叙名实谓竹帛不足以形容圣德之举则云台麟阁
之所由作而后之观览者亦足以想见其人是则画之作也善足以观时恶足以戒其后岂徒为
五色之章以取玩于世也哉”、“故得玩心图书庶几见善以戒恶见恶以思贤以至多识虫
鱼草木之名与夫传记之所不能书形容之所不能及者因得以周览焉”（《宣和画谱》
叙，宋）；“画譬如君子欤显其迹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合规矩亲之而温厚望之而俨然易
事而难悦难进而易退动容周旋无不合于理者此上格之体若是而已画由小人欤以浮言相
胥以矫行相尚近之而取侮逺之而有怨苟媚谄以自合劳诈伪以自蔽旋为交构无一循乎理
者此卑格之体有若是而已傥明其一而不明其二达于此而不达夫彼非所以能别识也”
（韩拙，《山水纯全集》，宋）；“画之为艺虽小至于使人鉴善劝恶耸人观听为补岂
可侪于众工哉”（汤垕，《画鉴》，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周星莲，《临池
管见》，清）；“士人作画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识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随手敷
衍”（盛大士，《溪山卧游录》，清），等等。

中国传统绘画的中国画（国画）的意图表达可以说是以存留平面载体上的视觉可鉴形
象来于“作品画面客观存在的形”上来再现人类视觉可认知性天地人、雪雨云霞、鱼
禽虫兽，山水草木、亭台楼阁、发生事件、民生世俗、神话传说等等的样子、场景；
同时，于“作品画面客观存在的形所蕴含的意”上来再现其时人类对大自然的本质、
规律、原理和对社会的是非、成败、阶级、生活、存形技巧等的认识及人类的智慧、
思想、精神、感情等等的主观内涵，即，可以说国画是以存留的作品画面客观形象来
再现其作者对人、自然、文化、存形技巧等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等等的主观反映的“主
观意识”及其存形技巧表达能力的“技能的客观表达”的视觉可认知性“意技综合信
息”为其基本的创作意图。

于中国大写意书画印的创作角度而言，其目的除了是以作品作为其作者谋生手段的
“想当做谋生之道的意图”以外，其创作意图的基本可以说是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于
内，是于作者自身的意图表达上的，想以存留作品画面客观存在的形象来表达其作者
对人、自然、存形技巧等的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等等的主观性“作者个性心的倾向性内
涵”及表达其“作者个性心的倾向性内涵”的客观性“运用中国传统特色存形技巧的
作者个性笔的再现能力”的包括作者的个性主观意识与技能的客观表达的作者个人信
息，也就是“想表达包括人格及其技能信息在内的‘作者个性道’的意图”；于外，
则是作者以其作品再现出的“意技综合信息的‘作者个性道’的作品画面客观形象”
来通过视觉相互作用而“想让中国文化交流对象的观者心动的意图 ”，还有，作者希
望得到对自己“个性道”的形象性表达的社会反馈信息而“想有助于完善作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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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道’的意图”。

“作者个性道”自然需具备其人格与其表达技巧的主客观一致性及相对于社会的自由
独立性和共通性。因此，除非是“终生闭关的‘个性道’”，不然的话若把社会共通
性规范比作为“履”时，或是“不衫不履”，或是“纳履踵决”，或是“削足适
履”，或是“郑人买履”等等，其“作者个性道”的意图表达少不了于“意技综合信
息”上的个性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上的取舍考量。

拜阅中国的前贤的书画作品及相关品论可知，国画作品形象的“作品画面客观存在的
形所蕴含的意”可以说是以示本质、明道理、示奥秘地明治乱兴废等之因由，劝善戒
恶、尊崇孝功德仁贤忠信礼义勇悍英烈贞才雅等等地宣扬观念，赞美所爱，憧憬幸
福，愿望美好，怡神悦情，舒心娱目，养气洗心等等的，是以具备“让中国文化交流
对象的‘中国社会的观者’心动 ”的“共通的有益性观念”为中心的意图。

“心动”可以说是观者经由其视觉对国画作品的“意技综合信息的‘作者个性道’的
作品画面客观形象”而产生的主观反映结果为“有认同”的一种观者的心理现象；其
观者主观反映的对象是国画作品画面客观形象的题材内容及其存形技巧的再现能力。
也就是说，除非是其作者使用了心灵感应（心电感应）的信息传递神通或观者自身具
有他心通（心有灵犀）的洞见神力，不然的话，观者能主观反映出对其作者人格及技
能内涵是否“有认同”的“心动”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基于其观者对作品画面客观存在
的国画作品形象的题材及其存形技巧的视觉性认知。

因为心理现象是基于认知过程且心理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由自然环境，人口及文化
所构成的社会这个重要的条件。所以，心理未发展的新生婴儿不会有对国画作品画面
客观形象的题材及其存形技巧产生“有认同”心理现象的“心动”。也就是说，于观
者的角度而言，对国画作品画面客观形象产生“有认同”的“心动”的前提是其观者
对于中国社会要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的基础，即，其观者对中国文化，中国人乃至中国
的自然环境要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同时，于作者的角度而言，作者不仅需要具备对中
国社会认知的基础，还要于其国画创作时将其认知的要素融入到其作品画面存留形象
的题材及其存形技巧之中时，中国社会的观者才能有对其国画作品画面客观形象产生
“有认同”的“心动”的可能性。

观者于视觉上对于“意技综合信息的‘作者个性道’的作品画面客观形象”而产生的
主观反映的“心动的程度”可分为一时性波动；始终性波动且影响了观者的意志形成
及其行为落实，乃至其始终性波动甚至可延续至后续多个时代的观者，等等。因此，
可以说不同的“意技综合信息的‘作者个性道’的作品画面客观形象”的生命力也各
自有所不同。

因为“心动的观者”不只是个性作者自身，同时还包括有作者外的同时代乃至后时代
社会的观者，所以，例如只强调其作者个性而不具备社会共通性的“鬼画符”；不具
备其作者真实个性的“无病呻吟”及“哗众取宠”；作者个性刻意地混淆歪曲，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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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作者个性推崇的杀人放火等的触犯了中国社会的公德或法律的、于中国社会的正常
运转及延续发展是“负作用”的“个性心的倾向性”等等的“意技综合信息的‘作者
个性道’的作品画面客观形象”的生命力，可以说至少于迄今的中国文化认同而言是
在个性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的观念上是偏离了的、是与有益于社会相反的负作用力。

另外，于外来概念的“美术”而言，绘画，雕塑，工艺品等都属于视觉造型艺术，即
美术；在中国，不仅仅是中国画，连中国书法及中国篆刻也都属于视觉造型艺术，
即，中国书法，中国画，中国篆刻也都属于美术。但中国书画印是反映从中国历史上
延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特色“意技综合信息”的美术，即，中国书画印是“于作品画面
客观形象的题材及其存形技巧的认识与表达上是限定了范围是中国传统特色的美
术”，也就是说，于文化特色的明确度上而言，“中国书法作品”、“中国画（国
画）作品”、“中国篆刻作品”的内涵与“美术作品”的内涵是有所差异的概念。进
一步可以说，外来概念的“美术”是“非限定地域、民族、传统等等的非特定文化特
色属性”而只是泛泛反映视觉造型技巧的“技属性”的概念。

总之，中国书画印的意图表达不是对中国历史上延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特色的不屑一顾
乃至全盘否定的意图表达，而是把中国传统特色作为宝贵财富而以之为其根基的意图
表达。因此，中国书画印的意图表达可以说是一种以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交流为前提
的社会活动，而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创作意图则可以概括地说是最大表达“作者个性
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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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以说是基于作者与中国社会的观者之间相互尊重其各自智慧的创作意图，其根本也
就是对于毛主席提过的“为谁服务？”的一个回答。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司马台长城图》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华山北峰图》

借用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不到长城非好汉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脚开玫瑰汇龙腾
头源华夏名中华

大写意中国书画创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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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色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题识汉字内容难易度：
“借用易，始创难”、“看图识字等号易，意蕴揭纱点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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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意中国书法(篆行体)、大写意中国篆刻

《司马台长城图》、《华山北峰图》

3-2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作品立意的意图表达——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
色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

“能巧之外曲尽情理”（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序，唐）；“精神形似外特有意
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宋）；“故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
歴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黙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花之于牡丹芍
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
搏杨栁梧桐之扶疎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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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宣和画谱》卷十五，宋）；“更如前人言诗
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哲人多谈此言吾人所师”（郭思，《林泉高致集》画意，宋）；
“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邓桩，《画继》卷九，宋）；“论画以形似
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
宋）；“元以前多不用欵欵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畵局后来书绘并工附丽成观。”
（沈颢，《畵麈》，明）；“恶笔无妨恶墨有妨恶墨可恶楮不可三恶尚可词恶最不堪
也而世间不免无地可逃”（赵宧光，《寒山帚谈》，明）；“画之款识唐人只小字藏
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纪之然犹是细楷一线无书两行者惟东坡
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矣元惟赵承旨犹有古风至云林不独跋兼以诗
往往有百余字者元人工书虽侵画位弥觉其隽雅明之文沈皆宗元人意也”（钱杜，《松
壶画忆》，清）；“山静居画论云款题图画始自苏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题语位置画境者
画亦由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后世乃为滥觞古画不名款有款者亦于树腔石
角题名而已后世多款题”（盛大士，《溪山卧游录》，清）；“前人有题后画当未画
而意先今人有画无题即强题而意索”（笪重光，《画筌》，清），等等。

与十九世纪前的传统性油画为代表的“西画”的作品画面没有文字表达不同，国画是
以中国独特的“诗书画印一体”为其特色形式的意图表达，即，国画是中国独特的文
学艺术与造型艺术融合为一体的文学性视觉造型艺术（文学性美术）。使用汉字题识
的“诗”的对作品中心思想的文学性明确表达是国画作品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观者对国画作品内容认知的唯一客观途径只能是基于其观者对作品画面中客观存在的
固有形象的题材及其存形技巧的视觉性认知。例如，无论作者的作品命意及其作品形
象存留时的身心状态是如何的不同，但当其完成的国画作品画面固有形象仅仅是无落
款以外汉字题识的鱼形象时，其作品的主题则是基于中国社会共通的文化习惯而被中
国观者理解为是或激励奋发向上的“跳龙门”；或憧憬幸福的“连连有余”；或赞美
相合无间的“如鱼似水”、亦或赞美清洁无染的“一廉如水”等等地无法被观者所明
确地特定认知。同时，也可以说作者仅仅凭借单独的物象形象虽然可以再现出其作品
所表达的存形技巧境界但不可能明确地再现出其作品意图表达的主题思想内涵。中心
思想可以说是国画作品内容的主体和核心，而没有作品立意的意图表达的“无题”的
“有技无意的作品”也只能是被归属为是中国的先贤所说的“与儿童邻”的半成品国
画。另外，因为相对于独立的韵文而言，国画的“诗书画印一体”中的“诗”的题识
汉字只是作品画面固有形象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其“诗”并不是被限定了必须只能
是韵文，而是可以包括韵文及非韵文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文的汉字题识，即，以任何形
式的文的汉字题识来明确地表达国画作品的立意意图是其“诗”的首要目的与作用。

因为拜阅中国的先贤的书画品论可知，国画的文学性与造型性融合为一体的表达形式
的成形时期可以说是宋朝，所以可以概括地说宋前的国画作品是以再现存留物象形象
的造型性存形技巧表达能力的“技信息”为中心，而宋后的国画作品则是以汉字题识
的中国书法的文学性来再现其作品的中心思想，且同时，是以存留汉字形象及物象形
象来再现其造型性存形技巧表达能力的“意技综合信息”为中心。若说语言是比单独
的物象形象更能明确地表达出绘画作品的特定中心思想时，相对于国画作品画面固有

返回目录 大写意书画印齐红官网-拙见引玉6-大写意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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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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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的“诗书画印一体”的汉字题识表达形式所明确传递的其作品中心思想的画面固
有语言信息而言，十九世纪前的传统性油画为代表的“西画”则需要于其绘画作品画
面固有形象之外额外地附加非作品画面固有形象的、绘画作品外的、或文字标签，或
文字说明书，或声音等的语言说明才能明确地传递出其绘画作品画面固有单独物象形
象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信息。

于对绘画的认识而言，或许是因为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语素文字的中国汉字的“书画同
体”的形象相通性及其“书画同法”的存形技巧相通性，以及或许是因为与中国的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诗画同体”的观念差异，又或许是因为对表音文字
的非形象性认识，又或许是因为表达相同内容的中心思想内容时的表音文字所需要的
全部字位空间要远远大于语素文字的中国汉字等等，可以说即使外来概念的包括绘
画、雕塑、工艺品、建筑等的“美术”一词是始见于十七或十八世纪的欧洲而远远后
于中国的宋朝，但只有再现视觉造型技巧能力的表达而不包括文学的再现其作品中心
思想的表达的视觉造型艺术的“美术”一词的外来概念，可以说于绘画的角度而言其
内涵是近似于中国宋前的国画的意图表达的、是以再现视觉造型性存形技巧表达能力
的“技信息”为中心的意图表达。

总之，国画作品的画面客观固有形象是中国独特的“诗书画印一体”的整体化育形
象，其画面固有形象所再现、所传递的是“包括作者人格及其技能信息在内的‘作者
个性道’”的明确的“意技综合信息”。因此，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色
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即，于每作品所进行的每命意及其以中国书法的汉字题识形式
的明确存形表达，可以说是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主体和核心。

3-3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载体有限平面“色秩序”构图的意图表达——存形再现中国
特色“阴阳和合及‘气炁合一’自然化育秩序”的“炁韵生动”生命力

“气韵生动是也”，“经营位置是也”（谢赫，《古画品录》，南北朝）；“至于经
营位置则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一，唐）；“山有主客尊卑之序
隂阳逆顺之仪”，“且画者辟天地玄黄之色泄隂阳造化之机扫风云之出没别鱼龙之变
化穷鬼神之情状分江海之波涛以至山水之秀丽草木之茂荣翻然而异蹶然而超挺然而竒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黄山图》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漓江渔火图》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奇松裂石云梳妆
人间仙境幻采飏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山色薄妆醒妩媚
渔火鹚声晓曦明

大写意中国书画创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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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色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题材对象难易度：
“已画易，未画难”、“静态易，动态难”、 “有固有形易，无固有形难”、“有视觉形易，无视觉形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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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意中国书法(篆行体)、大写意中国篆刻

《黄山图》、《漓江渔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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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然而怪凡识于象数圗于形体一扶疎之细一帡幪之微复于穹窿载于磅礴无逃乎象数而
人为万物之最灵者也”（韩拙，《山水纯全集》，宋）；“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
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见世之初学据案把笔下
去率尔立意触情涂抹满幅看之填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赏于潇洒见情于高大哉”
（郭思，《林泉高致集》，宋）；“一字结构谓之字法”、“通篇结构谓之章法”
（赵宧光，《寒山帚谈》，明）；“古人画不从一边生去今则失此意故无八面玲珑之
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发之是了手时事也其次须明虚实实者各段中用笔之详略也有
详处必要有略处实虚互用疏则不深邃密则不风韵但审虚实以意取之画自奇矣”（董其
昌，《画禅室随笔》卷二，明）；“大痴谓畵须留天地之位常法也。”（沈颢，《畵
麈》，明）；“意之为用大矣哉非独绘事然也普济万化一意耳夫意先天地而有在易为
几万变由是乎生在画为神万象由是乎出”，“制大物必用大器故学之者当心期于大必
先有一段海阔天空之见存于有迹之内而求于无迹之先无迹者鸿蒙也有迹者大地也”
（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清）；“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笪重光，
《书筏》，清）；“落款有一定地位画粘壁上细视之则自然有题跋赋诗之处”（钱
杜，《松壶画忆》，清）；“画固首取气韵然位置邱壑亦何可不讲譬如人家屋宇堂奥
前后颠倒虽文榱雕甍庸足道乎”、“然款题甚不易也一图必有一款题处题是其处则称
题非其处则不称故有由题而妙亦有由题而坏者此又画后之经营也”“图章必期精雅印
色务取鲜洁画非藉是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为白壁之瑕历观名家书画中图印皆分外出色
彼之传世久远固不在是而终不肯稍留遗憾者亦可以见古人之用心矣”（盛大士，《溪
山卧游录》，清），等等。

中国书画印创作时的可用空间都是独立载体的有限平面，对于有限平面的作者主观利
用意图可分为有限地“装什么”和“如何装”两个方面。“装什么”包括作者主观确
定作品主题内容的命意意图及对其作品题材的主观选择与提炼加工意图；“如何装”
则是以充分再现作品主题及其题材内容为目的地将作品画面固有视觉要素的“色”组
织起来从而构成完整的视觉可认知形象的作者主观构图意图。

平面美术的构图根本不外乎人类视觉可认知性客观存在于载体平面内的“色”的种
类、“色”的形状、“色”的相对位置三个有限基本要素的秩序。而主观的“色秩
序”构图意图虽可基于作者的人格差异而可以说是有无限种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基
于存留出的作品画面固有形象色秩序的与其所对应实在物象反映于人类视网膜自然映
像色秩序的乖离度，而可以说作者的主观“色秩序”构图原则无非是包含于其两极分
别为“存留再现物象的常人视网膜自然映像的色秩序”与“存留再现物象的先天视觉
障碍者的主观色秩序”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参见拙见引玉4）。

于绘画作品画面固有的“色”的种类、形状、相对位置三要素的“色秩序”构图而
言，若说以十九世纪前的传统性油画为代表的“西画”是以存留再现固定光源下或变
化光源下的“物象的人眼视网膜自然映像的色秩序”，即，是“以存形再现作者眼见
的、物象的光自然反映色秩序为中心的‘眼见的色秩序构图’”时，国画则可以说是
以载体之白与墨之黑来取代物象的光自然反映色秩序地，尤其是忽视物象的光自然反
映的影子色秩序地存留再现作者的“对物象的结构与精神及本质的认识色秩序及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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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身心状态色秩序”，即，是“以存形再现融合了作者眼见的、心识的、存形时身
心状态为中心的、‘物象结构色与精神色及本质色的认识色秩序及存形时的身心状态
色秩序为一体的色秩序构图’”。因此，面对同一幅绘画作品画面固有的“色秩序”
时，基于观者的或“国画眼”，或“西画眼”，或“绘画眼”，或“图案眼”，或
“工艺品眼”，或“美术眼”、或“照片眼” 等等的不同，可以说基于观者个性文化
认识的基础的不同，对其“色秩序”构图的倾向乃至境界等的认知结果也会有所差
异。

中国书画印的“色秩序”构图意图可以说也同是为了达到万世不变的中国独特观点的
“气韵生动”，即，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事物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特色世界观体系
的阴阳二元论的“气”的、于中国书画印构图根本的“色秩序”上的、“色”的本质
是“气”的、以阴阳对立、阴阳同根、阴阳互体、阴阳消长、阴阳转化、阴阳交感、
阴阳化育等等的以“气秩序”为原则的构图。例如，就国画作品整体画面中的使用毛
笔存留在宣纸上的“笔墨色”及与其同时存留出的宣纸的“留白色”而言，基于二者
的“色”的相对性而可以说二者是“气”的阴阳对立的关系；基于二者都是源自于使
用毛笔的同一存留过程而可以说二者是“气”的阴阳同根的关系；基于二者都是因为
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一方都是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而可以说二者是“气”
的阴阳互体的关系；基于二者的“色”的此长彼消而可以说二者是“气”的阴阳消
长、阴阳转换的关系；基于整体画面的形象色是源于二者的相互对比而成立而可以说
作品画面形象是源于二者之“二气”的阴阳交感的结果；基于二者所孕育出的整体画
面形象色是不同于其所对应物象的光源自然反映色而是新的融合了物象结构色与物象
精神色及物象本质色的认识色及存形时的身心状态色为一体的自然化育色而可以说作
品画面形象是源于二者之“二气”的阴阳化育的结果，又例如，单就“笔墨色”或
“留白色”而言，基于其更进一步可分为主次、分合、顺逆、疏密、虚实、动静等等
的进一步的可分阴阳而可以说二者都是“气”的阴阳可分，等等。也就是说，中国书
画印的“色秩序”构图意图是要达到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包罗万象的宇宙构成要素的
阴阳二气的“‘气’的和合始自然的秩序”的“气韵生动”。

具体而言，若把大写意国画作品画面的包括“留白色”与“笔墨色”的“活笔锋形活
气墨色”（参见拙见引玉5）的全部称作为“整体色秩序（整体活气秩序）”时，则可
以把其基本组成单位的每一笔存留出的于视觉可觉得性精确再现其笔者存形时身心状
态的零件，及，一笔或多笔存留出的基于与物象及汉字的形似而于视觉可认得性物象
及汉字结构的部件，及基于其笔者存形时身心状态的可觉得性物象及汉字精神的部件
称作为“存形时身心状态色零件（活气零件）”，“形象结构色部件（活气部
件）”，“形象精神色部件（活气部件）”；而若把构图比作为是将零件及部件按照
“一定的秩序”而进行的人工组装时，则可以说于国画载体有限平面内的构图是同时
的零件及部件的人工制造与人工组装，且是“一笔到底”的不可重新来过的一次性同
一“毛笔写水存形”，同时，“一定的秩序”也就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推动自然规律发
展变化的本质，即，万物孕育、发展、成熟、消亡的原动力的“气”的“阴阳和合始
自然的秩序”。因此，可以说大写意国画的“色秩序”构图过程就是人工组织出具备
“整体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整体活气秩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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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为国画的“整体色秩序（整体活气秩序）”可以说是“人工融合了汉字及物
象的结构及精神色秩序、 存形时身心状态色秩序、推动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本质色秩
序为一体的‘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整体活气秩序）’”，所以，若把未能自然融合
的零件及部件的“活气秩序”称作为“气韵生动”时，则可把融合自然的具备了“整
体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整体活气秩序”称作为“整体活炁秩序”
的“炁韵生动”。也就是说，中国书画印的“色秩序”构图意图不仅仅是要达到零件
及部件的“气韵生动”，更是要达到人工制造、人工组装的近似天然的“气炁合一”
地，进而达到国画作品整体画面的“二炁交感化生万物”地有机一体地、天然自活
地、具备了自然化育势能原动力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韵生动”。也就是说，于绘画画
面整体的“色秩序”构图的表达而言，若可以把十九世纪前的传统性油画为代表的
“西画”比作为是“墙壁上开出的可以看到墙外局部世界的、反映眼见的色秩序的窗
口”时，相对而言，则可以把国画比作为是“更可以进一步地看到独立于墙壁之外
的、反映认识及存形时身心状态的整体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的‘万物的本源和变化之
道’的小宇宙”。

总之，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构图可以说是作者托神、托身、付命地人工制造组装存留
出“能自活的生命形象”的意图表达，其于载体有限平面内的“色秩序”构图的意图
表达，可以说是将源于“毛笔写水存形”的“活笔锋形活气墨色”的载体整体画面的
“留白色”的“白”及“笔墨色”的“湿、干、交、晕、破、浓、淡、共、未、卯”
等的，种类、形状、相对位置三个基本要素的“整体色秩序”，以中国传统的“天地
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的“万物的本源和变化
之道”的“道者阴阳变化之理也”的，即，以作为中华文明逻辑思维基础的“天地和
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等的阴阳二气的“二炁交感化生万物”的要素秩序为着眼
点地组织出具有中国文化共通的视觉可认知性具有“整体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的孕
育生命力的“整体活炁秩序”构图的意图表达，其核心可以说是最大个性地存形再现
中国特色“阴阳和合及‘气炁合一’自然化育秩序”的“炁韵生动”生命力。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蒲公英图》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麦图》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乘风展羽翅
遨遊大地春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天碧映垄蹊
风爽浮麦浪
粒粒都归仓
岁岁皆如意

大写意中国书画创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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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色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色秩序(活气秩序)”构图难易度：
“长方留白易，正方留白难”

 “没骨法的浓丽生态易，骨法的气韵生动难”
 “未自然融合的‘色零部件（活气零部件）’的‘气韵生动’易”

“人工融合了
汉字及物象的结构及精神色秩序（形象结构及精神活气秩序）、
 笔者存形时的身心状态色秩序（笔者存形时状态活气秩序）、

推动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本质色秩序（万物本质活气秩序）
为一体的

‘整体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整体活炁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韵生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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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公英图》、《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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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意图表达难易度——命意的“每作品无主题易，有主题
难”、“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难”、“以有视觉物象及以已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
象易、以无视觉物象及以未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难”；题识汉字内容的“看图识
字等号易，意蕴揭纱点睛难”；题材对象的“已画易，未画难”、“静态易，动态
难”、“有固有形易，无固有形难”、“有视觉形易，无视觉形难”；色秩序（活气
秩序）构图的“长方留白易，正方留白难”、“没骨法的浓丽生态易，骨法的气韵生
动难”、“未自然融合的‘色零部件（活气零部件）’的‘气韵生动’易”，“人工
融合了汉字及物象的结构及精神色秩序（形象结构及精神活气秩序）、 笔者存形时的
身心状态色秩序（笔者存形时状态活气秩序）、推动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本质色秩序
（万物本质活气秩序）为一体的‘整体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整体活炁秩序）’的孕
育生命力的‘炁韵生动’难”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
其品也”（顾恺之，《论画》，晋）；“皆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凝神定照固
为难也”（朱景元，《唐朝名画录》，唐）；“盖水几于道而火应于神非笔端深造理
窟未易于形容也”（《宣和画谱》卷二，宋）；“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装出
目前之景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
想不成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原”（郭思，
《林泉高致集》，宋）；“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
毛皮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
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
不能高也”（邓桩，《画继》卷三、卷十，宋）；“自题非工不若用古用古非解不若
无题题与畵互为注脚此中小失奚啻千里”（沈颢，《畵麈》，明）；“学画精进易经
营位置难”（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清）；“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
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巧在善留
全形具而妨于凑合圆因用闪正势列而失其机神”（笪重光，《画筌》，清）；“画上
题咏与跋书佳而行款得地则画亦增色若诗跋繁芜书又恶劣不如仅书名山石之上为愈也
或有书虽工而无雅骨一落画上甚于寒具油只可憎耳”（钱杜，《松壶画忆》，清）；
“画中诗词题跋虽无容刻意求工然须以清雅之笔写山林之气若抗尘走俗则一展览而庸
恶之状不可响迩”、“不相触碍而若相映带此为行款之最佳者也”（盛大士，《溪山
卧游录》，清），等等。

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意图表达自然有其于命意，题识汉字内容，题材对象，“色秩序
（活气秩序）”构图上的难易度。

命意的“每作品无主题易，有主题难”、“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难”、“以有视觉
物象及以已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易，以无视觉物象及以未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
象难”

“每作品有主题难”难在其作品的意图与表达相对地多出了“每有”的、于每创作时
的对其每作品主题的“每有”借用或始创地特定地命意；对表达其每作品主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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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每有”选择与提炼加工及其与立意及题材一致的题识汉字的“每有”凝练与
推敲；还有其每作品汉字题识的“每有”构图与书写等等。也就是说先不论作品主题
思想的境界是否是以难易度而认同高下，而仅以命意时的“消耗脑力的多少”也可以
相对地说是“每作品无主题易，有主题难”。

国画可以说传递的是“包括‘作者个性心的倾向性内涵’的人格信息，及，表达其人
格的‘运用中国传统特色存形技巧的作者个性笔的再现能力’的技能信息在内的‘作
者个性道’”的视觉可认知性“意技综合信息”。因为基于宋后的国画观念而言，可
以说存形技巧是为表达作品主题而服务的手段，所以，若把“无表达每作品主题内容
的汉字题识”的“有技无意”地存留单独的物象形象的国画创作比作为“盲目放矢”
时，可以相对地说是“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难”。

国画上退一步地于返祖至宋前的国画而言时，“无再现每作品主题内容的汉字题识”
的国画作品的主题可以说是等同于其作者的存形技巧意图。关于“返祖宋前的国画”
的每作品主题可以说是等同于共同的一个主题，即，其“返祖宋前的国画”作者的个
性存形技巧意图。虽然不同作者的存形技巧意图的个性虽会各有差异，但于同一位作
者自身而言可以说其存形技巧意图的个性于一定时期内可以说是基本稳定的一种，也
就是说，其同一作者在此期间即使创作了千幅题材都各自不同的国画作品，但其千幅
作品的主题也只是相同的一个主题。中国的先贤历来可以说是以存留再现形象的可认
识结构形似性为国画原则地、将国画的存形技巧意图分为“风，神，骨，气，韵，
思，景，理，趣，性，情，美，笔，墨”等等其一或同时兼备其几个的不同方面的追
求；同时，也对国画作品存形技巧意图表达境界的认同原则可以说是以“气韵生动”
的到与未到为准则地分为“逸，神，妙，能，不入品”等不同的境界。由此可以说即
使作品主题仅仅是等同于国画存形技巧意图的命意，也同样是“盲目放矢易，有的放
矢难”。

具体而言，例如，现今常见某某作者自己或某某评论家以大讲其作者的“返祖宋前的
国画”作品形象的“美”、“绝美”、“美极”等等的“美”来说其作者的“国画艺
术水平”高于“不同题材形象的‘丑’的作品的他人的国画艺术水平 ”的“国画艺术
故事”。于其“返祖宋前的国画”的作品主题即是其存形技巧意图的某某作者的唯视
觉直接感受美的追求而言，“美”作为其某某作者的存形技巧意图当然没有任何问
题。但是，首先，因为如同优美的自然景色的大自然美景、美丽女子的美女等不是艺
术一样，美的并不都是艺术，美并不一定就是艺术；同时，如同丑角形象的丑也是艺
术一样，艺术并不都是美。所以可以说其某某作者及某某评论家对于美与艺术水平的
关系还称不上是已经具有了清晰的认识。再者，基于其某某作者的唯视觉直接感受美
的追求，其作品的题材本身也只能是具备了视觉直接感受美的“唯美题材”，也就是
说即使其某某作者的追求唯视觉直接感受美的艺术水平是如何地再高，其某某作者也
不会将歪瓜裂枣作为自己作品的题材对象，由此可以说，其某某作者及某某评论家对
于艺术创作的空间可以有多大也是还称不上是已经具有了清晰的认识。另外，如同与
“环肥燕瘦”、“清妙丰艳”、“吴带当风曹衣出水”、“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铁线兰叶”、“树梢挂蛇石压蛤蟆”、“画沙印泥钗股屋漏”等的追求的着眼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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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一样的道理，其某某作者及某某评论家大讲的对国画的“以属性不同的相对美而断
言其艺术境界高”的“故事”，可以说就如同对歪瓜裂枣的“以好看取甜”、对子羽
的“以貌取人”一样是“盲目地在讲国画艺术的故事”。因此，可以说即使作品主题
是仅仅以存形技巧意图的立意而言，相对于作者自己的认识不清、目的不明的盲目，
也可以说是“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难”。

再进一步于认识上于现今日益见闻渐多的“美”的属性内涵而言，有说美是通过知觉
而对某对象直接感受到的、脱离个性与主观的、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性愉悦感的源
头的其某对象，例如大自然的景色；同时，又有说是也有间接感受到的，例如精神
美，等等。也就是说迄今，只能说基于个性及时代的不同，对“美”的属性内涵的每
个人的个性认识及一般统一的社会共通性认识都会基于着眼点的不同而各有差异。

因此，虽然中国的先贤对中国书画早就有了“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的意
见，但若是基于“美”的属性内涵不是着眼于外表、外貌的“优美、美丽”，而是指
于国画存形技巧基本功的某方面的达成与未达为原则地对比其技巧境界或艺术水平
时，也就是说，以其“到等同于美，与，未到等同于丑”的“美与丑”为原则的对比
品论，例如，于国画存形技巧表达境界或艺术水平上的，甲的“只肯定自然的结构形
似而否定人工刻意的结构违和”的“惟自然协调形似‘美与丑，即，到与未到’”；
乙的兼备的“既肯定自然的结构形似且同时肯定人工修饰”的“既自然协调且打扮装
饰‘美与丑，即，到与未到’”；丙的“否定自然而只肯定人工变形的或图案，或畸
形，或非人类认得形”的“或惟图案‘美与丑，即，到与未到’，或惟畸形‘美与
丑，即，到与未到’，或惟非人类认得形‘美与丑，即，到与未到’”；丁的“只肯
定中国传统特色存形技巧的笔墨而否定新观念存形技巧”的“惟笔墨‘美与丑，即，
到与未到’”；戊的“否定笔墨而只肯定新观念存形技巧”的“惟新观念存形技巧
‘美与丑，即，到与未到’”；己的“只肯定中国传统特色形式的文学艺术与造型艺
术融合一体”的“惟诗书画印文学性平面视觉造型艺术（文学性平面美术）‘美与
丑，即，到与未到’”；庚的“否定文学艺术而只肯定造型艺术”的“惟平面视觉造
型艺术（平面美术）‘美与丑，即，到与未到’”；辛的“只肯定对形象的直接感受
而否认对形象的间接感受”的“惟形象‘美与丑，即，到与未到’”；壬的“只肯定
对形象的间接感受而否认对形象的直接感受”的“惟精神‘美与丑，即，到与未
到’”；癸的“既肯定对形象的直接感受的同时且肯定对形象的间接感受”的“既形
象且精神‘美与丑，即，到与未到’”；子的兼备的“否定片面而肯定全面的既主
题，且题材，且笔墨，且形象的外在形态，且形象的内在精神，且‘色秩序’构图”
的“全面的‘既主题且题材且笔墨且形象的外在形态且形象的内在精神且‘色秩序’
构图’‘美与丑，即，到与未到’”等等的，明确了例如甲至子等属性内涵的、基于
同一平台内的“美与丑，即，到与未到”的技巧境界或艺术水平的对比评价当然也是
可行的一种“有的放矢”的比较鉴别。

国画的存形是有视觉形象，而国画的立意对象则既可以是有视觉物象也可以是无视觉
物象，因此其创作时基于不同物象对象的立意时的存形难度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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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以食为天”的同一题材的“‘吃’的存形”的作品为例，当作品立意的题识是
“吃”时，可以说其作品立意是意图具体表现“吃”的具体动作内容，因而其作品存
形技巧也是为了一致表达立意意图而在存形技巧上意图存留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有
视觉物象的“吃”，即，直接再现有视觉的实在物象形象，也就是“有视觉物象的立
意”且是“已画立意”；而当作品立意的题识换为“耕耘归来口口香”时，其作品立
意就转换为是意图赞美勤劳耕耘的充实、憧憬收获幸福，但其作品存形技巧却不是意
图以同时存留实际存在的有视觉物象的“挥锄流汗耕地，弯腰低头除草”来表达其立
意意图，而是以同一“‘吃’的存形”的“口口香”的充实、幸福感的形象来表达其
作品立意意图，即“未画立意”，也就是其作品存形技巧是在存留无视觉物象的
“香”，因此只能以比泛泛的“‘吃’的有视觉物象”而更加精准的“‘吃’的有视
觉形象”来间接地视觉性表现“无视觉物象”的、甚至是有别于酸甜咸苦鲜基本五味
觉以外的心理活动的“充实、幸福”的“香”。显而易见，后者的基于其作品立意的
其表达存形技巧上的难度很明显远远高于前者单纯的“吃”，自然而然地观者对同一
题材“‘吃’的存形”的作品共鸣程度也会因其立意及存形技巧的不同各自不同。因
此，可以相对地说，“以有视觉物象及以已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易，以无视觉物
象及以未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难”。

总之，当作者自己都不明确其认识及目的时，只能说其作者对其自己作品的意图表达
境界的认同及合格判定也是“盲目的认同及合格判定”。因此，基于不知道的认识不
清、不特定的目的不明等盲目的相对容易，可以说于命意的意图表达而言是“每作品
无主题易，有主题难”、“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难”、“以有视觉物象及以已画立
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易，以无视觉物象及以未画立意时存形有视觉形象难”。等等。

题识汉字内容的“看图识字等号易，意蕴揭纱点睛难”

国画内容上的“诗画同体”可以说是国画作品的表达主题的汉字与物象形象的图的内
容一致性，其二者内容一致的意图表达可分为以“汉字等于图”为着眼点的“看图识
字型”与“汉字等于图的意蕴”为着眼点的“意蕴揭纱型”两种类型。

例如，对于国画作品的物象形象的一朵花蕾开放的牡丹花，当其作品题识的汉字内容
为“牡丹开花图”时，可以说是属于“看图识字型”的意图表达；而当汉字内容为
“富贵荣华”时，因为牡丹花亦名富贵花，荣华亦意开花，开花亦意笑容、高兴，所
以“富贵荣华”的题识虽然于字义上也是同时等同于“牡丹开花图”的题识，但其
“富贵荣华”本身所特定比喻的“兴盛”含义则是更进一步地更加明确了其国画作品
的主题是“兴盛、愉悦”而不仅仅是等同于其国画作品画面物象形象的“牡丹开
花”。

另外，若将国画作品比作是由大面积的主体的汉字和小面积的附属的插图而构成的一
个其作者人生片段的故事时，国画画面面积上的“诗画同体”则可以说是以将附属的
插图变为主体面积的图为原则地将大量的文字减缩、概括出其中心思想后装进插图的
有限空白平面里，其难难在需要对大量文字的故事内容的于文字上的凝练与推敲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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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点睛。

因此，就表达国画作品中心思想的题识汉字文而言，当然也是“借用易，始创难”，
而于始创上的等于、凝练、推敲、点睛而言，可以相对地说是“看图识字等号易，意
蕴揭纱点睛难”。等等。

题材对象的“已画易，未画难”、“静态易，动态难”、“有固有形易，无固有形
难”、“有视觉形易，无视觉形难”

相对于“笔墨色”题材的已画存形，“留白色”题材的未画存形难，例如，留白色的
雪，雪花等；相对于山石树木等的静态题材的存形，人物、飞禽走兽等的动态题材存
形难；相对于人物、飞禽走兽等的有固有形题材的存形，水、火等的无固有形题材存
形难；相对于水、火等的有视觉形题材的存形，冷、热、风、声、香、甜等无视觉形
题材存形难。等等。

色秩序（活气秩序）构图的“长方留白易，正方留白难”、“没骨法的浓丽生态易，
骨法的气韵生动难”、“未自然融合的‘色零部件（活气零部件）’的‘气韵生动’
易”，“人工融合了汉字及物象的结构及精神色秩序（形象结构及精神活气秩序）、 
笔者存形时的身心状态色秩序（笔者存形时状态活气秩序）、推动自然规律发展变化
的本质色秩序（万物本质活气秩序）为一体的‘整体自然化育势能色秩序（整体活炁
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韵生动’难”

二维的载体平面是有限的固定空间，决定可用空间大小的不是绝对性的面积大小而是
边长的相对比，相对比越接近越近正方则可利用空间越小，而相对比越分离越长方则
可利用空间越大。于中国画大写意创作而言，首先需要有冲破光自然反映物象色束缚
的魄力，进而在平面构图上进行个性化最大拉大及最大协调“已画”与“未画”的分
合、盈缺、奇正、疏密、虚实等等“活气”关系以达到最理想的整体和合始自然的
“活炁秩序”的化育效果。因此可以说相对于长方形宣纸的留白构图，正方形宣纸的
留白构图难。

另外，相对于没骨法用笔存形的作者存形时的身心状态的模糊不清，可以说是没骨法
用笔的浓丽生态存形易，骨法用笔的气韵生动存形难。

总体而言，相对于色秩序（活气秩序）零部件的“气韵生动”构图，整体自然化育势
能色秩序（整体活炁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韵生动”构图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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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鸡图》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湟鱼洄游图》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劲喙啄强爪开疆
健行大吉天地阔

借用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遡流而上争上游

大写意中国书画创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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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再现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国特色汉字题识点睛生命力

艺术及其价值：
正统性价格等同于其作者的正统性地位； 个性价格等同于其作者的个性及其背景故事的被买家认同。

书画作品的装裱形式、销售及展览场所、媒体宣传及报道内容等艺术的活动要素可以说是具有可变性；
书画作品的画面固有存形要素的艺术的固有要素可以说是具有不变性， 

基于艺术的固有要素的对其生命力的对比评价可以说是排除了可变性活动要素的基于不变性要素的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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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图》、《湟鱼洄游图》

3-5 艺术及其价值——金钱价值；固有要素及其综合生命力价值

艺术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对其活动的结果评价虽然可以说是基于个人、社
会、时代等的价值观的不同而各异，但也可基于市场反映与艺术反映而可以分为既可
能会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是绝对性一致关系的金钱价值与固有要素及其综合生命力价
值的两个方面。

市场反映的金钱价值虽然可以说是最终决定于其作者的自我报价与不同买者的不同出
价间的协商统一，但也可以以基于同时代的各国社会各自的统一一般性的、以基于其
作者于其国社会当朝的学院、机构、机关、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被定位出的地位，
也就是以认同其社会统一的正统性程度为中心的金钱价值定位，即，正统性价格等同
于其作者的正统性地位；还有，以认同其游离于统一正统性之外的自由个性程度为中
心的金钱价值定位，即，个性价格等同于其作者的个性及其背景故事的被买家认同，
而可以分为基于正统性或个性的两种着眼点不同的金钱价值定位方式。正统与个性也
可以说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虽然极端的传统可以说是只肯定于既成统一标准的基本
功的达标程度及稀有性而否定自由游离的守旧；而极端的创新也可以说是只肯定新奇
的稀有性而否定既成的社会统一标准，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传统也是艺术根脚的基础而
创新也是艺术发展的动力。

艺术可以说是由多个要素而构成的社会交流活动，其活动的结果如何自然也会受到其
各种构成要素的相对影响。以同一幅国画作品为例具体而言，未托的单片，上完褙子
的镜片，装裱完的挂轴或镜框；徒工的装裱，老师傅的装裱；无标签地摆在街头，附
背景故事标签地挂在美术馆里；在地摊儿上卖，在超市里卖，在书画店里卖，在拍卖
行里卖，在网络上卖，等等；另外，以不同国画作品为例而言时，有肩牌作者的作
品，无肩牌作者的作品；事先有媒体报道宣传的展览，事先无媒体报道宣传的展览；
等等，不同的要素对同一幅以及不同国画作品的艺术活动结果评价的影响亦可谓是不
能忽视。对艺术的活动结果的价值定位可以说也是以“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原则地
对艺术活动的同一个，或同几个，或全部的整体构成要素进行对比的结果。以平面美
术作品为例，其艺术活动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平面美术作品画面固有存形要素及其以
外的活动要素两大构成部分；另外，因为即使是同一作者的作品也不能否认其客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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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各作品间差异，所以，基于平面美术每作品画面固有存形要素的生命力的比较鉴
别可以说也是历来的中国书画品论所用的最基本的每平面美术作品艺术价值的评价方
法。人类视觉可认知的平面美术作品的画面固有存形要素的基本是意图及表达意图的
技巧两部分，而以什么着眼点地进一步细分其基本存形固有要素及以什么样的同一正
统及个性的标准去比较鉴别可以说是决定其生命力价值评价结果的关键。

以国画为例而言，国画是中国传统的绘画，无论是对其作品固有存形要素的细分还是
比较鉴别时所依据的标准都离不开中国传统特色基本功这一大前提的“到与未到”。
具体而言，需要视觉性比较鉴别的国画作品画面固有存形要素首先是其主题的境界，
即，其作品是“返祖宋前的惟技巧国画”还是有明确表达每作品中心思想的画面固有
汉字题识的“宋后的意技兼备国画”；其中心思想是惟个性的表现还是兼备于中国社
会共通的有益；其题识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生搬硬套性题识还是画龙点睛的一致性题
识；是“看图识字型”题识还是“揭纱点睛型”题识；是借用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文内
容的题识还是个性始创文的题识；等等，其次是其画面固有存形技巧的境界，即，其
画面固有用笔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无法比较鉴别还是有基于中国传统特色存形技巧基本
功的原则标准而可以比较鉴别其的到与未到；是重复用笔描染“冻水”的“堆叠色”
的“没骨法的浓丽生态”还是“一笔到底写活水”的“活笔锋形活气墨色”的“骨法
的气韵生动”；是临摹照搬历史上的经典用笔还是具有以中国传统用笔基本功为根脚
的个性用笔风格，等等；其画面固有形象是异国社会的题材还是中国社会的题材；是
动态形象还是静态形象；是有固有形的形象还是无固有形的形象；是惟形或惟精神形
象还是形神兼备形象；是照搬视网膜自然映像的形象还是经过了选择、提炼、加工的
形象；是刻意变形乃至任意虚造的个性形象还是自然合理且结构精准的以共通为基础
的个性形象，等等；其画面固有“色秩序”构图是光的自然反映物象色秩序构图还是
中国特色的“活气墨色与留白色的对比”的认识色秩序构图；是局部各自独立的“气
韵生动”“活气秩序”构图还是整体自然一体有机化育地孕育着生命力的“炁韵生
动”“活炁秩序”构图，等等。可以说基于客观性不变的国画作品画面固有存形要素
的、由片面而至全面的综合生命力的分析、对比、评价不仅仅是中国历来的书画品格
定位方法，同时可以说也是作者用来判定其作品是否合格的最基本手段。

总之，艺术的活动要素可以说是具有可变性，而艺术的固有要素可以说是具有不变
性，因此，基于艺术的固有要素的对其生命力的综合对比评价可以说是排除了可变性
活动要素的基于不变性要素的基本评价。另外，对艺术价值的定位总归是基于人的认
识，无论其原则是基于或既成统一认识内的基本功的到位；或统一认识外的新奇；或
一般共通性；或特殊稀少性；或作者的名声地位；或商品性；或使用性；或流行性；
或喜好性；或技术性；或政治性；或科学性；或文化性；或社会性等等着眼点地如何
地认识及认识的相对正确与否，需要自觉的是其认识的结果终究都是要由其人自己及
其社会自己来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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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宏村月沼图》

假设无主题齐红拙笔例
《茶叶图》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摘天半月村中落
粉墙黛瓦应炊声

始创型题识齐红拙笔例
一叶济水火
悅志润寿长

大写意中国书画印作品画面固有存形要素的艺术的固有要素的中国传统特色基本功：
“风神骨气” 的火候

风者，作者之人格及技巧个性也； 
神者，作品之主题·形象之精神·笔者存形时之身心状态也； 

骨者，形象之结构·用笔之骨法也； 
气者，活笔锋形活气墨色之炁韵生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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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意中国书法(篆行体)、大写意中国篆刻

《宏村月沼图》、《茶叶图》

3-6 中国大写意艺术的展望——中国特色的大写意“风神骨气”的时代气息将更加亮
眼

“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唐张怀瓘〈书议〉，张彦远，《法书要录》卷
四，唐）。

总而言之，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大”可以说是“‘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写”可以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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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可以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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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写意书画印的“色秩序”构图可以说是存形
再现中国特色“阴阳和合及‘气炁合一’自然化育秩序”的“炁韵生动”生命力。于
此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国大写意书画印艺术的意图表达是以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交流
为首要前提的一种社会活动，其作品画面固有存形要素中的作者个性必须是以中国传
统特色的基本功为根脚的“‘大’指纹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中国书画印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且高度发展的中国传统特色文学性视觉造型艺术。传统
之所以被称为传统，是因为其稳定性要素的基本功是已经固定化了的，是明确了从历
史上延续下来的既成统一原则范畴的基本功。如同中国戏曲、中国相声、中国民歌等
的爱好者一听声儿就知道其发声者的基本功是否到位一样，中国书画印同样也是基于
其作品画面固有存形要素的于中国传统特色基本功上的火候到位味道而方可称之为中
国画，中国书法，中国篆刻。

于中国大写意书画印的创作而言，言其之难难在不仅要反复博览中国的先贤及国内外
大家之作及品论地不断了解、领悟、认识地丰富知识，且同时也要无尽头地反复研
究、实践、总结、滋养中国传统特色存形技巧的基本功；而言其之易易在不外乎是于
其固有存形要素的中国传统特色基本功的注入作者个性的现今的时代气息。

如何解释书画印艺术的中国传统特色基本功？简而言之以中国的先贤概括出的“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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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气”的火候而可解之。风者，作者之人格及技巧个性也；神者，作品之主题·形象之
精神·笔者存形时之身心状态也；骨者，形象之结构·用笔之骨法也；气者，活笔锋形活
气墨色之炁韵生动也。

中国大写意书画印作品的交流对象可以说是全民在内的包括了中国人，外国人，专业
者，爱好者，孩童，学生，成人，将来爱好者等等文化基础各自不同的各类人群，其
作品传递的是“风神骨气”的中国特色信息。于现今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于日
常家中坐中可以随时自由地通过网络平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的传统艺术的机
会也越来越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写意“风神骨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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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元月吉日

齐红LINE：齐红微信：qihong22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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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大写意创作的“棉料绵连羊毫长锋地‘写’活水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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