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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齊紅大寫意中國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書法(篆行體)、大寫意中國
畫(花鳥畫，文人畫，水墨畫，中國傳
統繪畫)、大寫意中國篆刻

《蓮圖》（2019年作）
題識：開顏

紅
鈐印：齊；一滴潤乾坤
紙：棉料綿連(四尺六開: 46×34cm)
筆：羊毫長鋒(夢章畫筆 ·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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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齊紅大寫意中國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書法(篆行體)、大寫意中國
畫(人物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統繪
畫)、大寫意中國篆刻

《哈尼插秧圖》（2019年作）
題識：美在田間

紅
鈐印：齊；一滴潤乾坤
紙：棉料綿連(四尺六開: 46×34cm)
筆：羊毫長鋒(夢章畫筆 · 江)

大寫意書畫印齊紅官網-拙見引玉4-大寫意的“大”返回目錄

——最大放大作者意圖及表達獨立特色的個性化人形大象生命力

1-1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首要要素——“心、筆、眼”及“眼心相印”的個性化內涵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豪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孫
虔禮，《書譜》，唐）。

中國畫大寫意的創作，可以說是一個作者把既能繼承中國畫傳統的同時又能充分發揮
出作者個體特色的、針對中國畫一般性與作者特殊性二者相對關係的個人處理結果意
圖用其作品表達出來的、對中國畫進行“換湯不換藥”的作者個性化“換湯”演化始
創的、作者個性意圖表達過程。

作則由“心”經“筆”存形而見於“眼”，觀則由“眼”見形知“筆”而會於
“心”，“眼心相印”為其作能會境通神之首要，眼不逮心之作可謂眼翳者之盲而言
象。

作者對自己個性化“換湯”演化始創結果的可否判定用尺度，可以說是作者用自己既
得理論及完成作品，與自己及他人的、已經既有的理論及作品做對比時所採用的作者
個性化判斷用尺度，具體包括什么是作者意圖（心），還有經其意圖表達技巧（筆）

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書法
(篆行體；草書；
淡墨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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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成的意圖表達形式的視覺共通性存形形象（眼）的、是否如意可否開門示人的
“意圖與意圖表達是否一致統一的判定（眼心相印）”，可以說是中國畫大寫意創作
的首要要素。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首要要素的內涵，即作者個性化了的“心”、“筆”、“眼”、
“眼心相印”的內涵，是決定其創作內涵的關鍵。

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書法
(篆行體；淡墨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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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書畫印齊紅官網-拙見引玉4-大寫意的“大”

1-2 “書畫印”的廣義性內涵——個性“寫意書法”、“寫意畫”、“寫意篆刻”

繪畫造型的基本過程，可以說是作者把自己眼睛觀察到的三維對象的二維視網膜自然
映像，個體知覺性地存形再現到空白二維平面載體上的過程。 

白天親眼見過北京天安門全貌的觀者，其后，不會因為基於日照光的明暗不同、人工
照明的光源色不同、還有所戴墨鏡鏡片的顏色不同而生成的自己眼睛視網膜上的天安
門映像的色的不同就改變其對天安門固有色的認知；同時，也不會基於自己眼睛視網
膜上的天安門映像的大小的不同而改變其對天安門固有大小的認知。其原因是由於人
類的眼睛通過光而產生的視覺性光色空間知覺，是具有針對光色及大小是不變動的、
是基於個體經驗及記憶由來的個體恆常性知覺。同時，同一觀者卻能基於自己眼睛視
網膜上的天安門映像的大小不同而感知出其所在位置與天安門的距離遠近。其原因是
基於人類的眼睛針對遠近深淺的空間縱深知覺則是依據前者的個體恆常性而得出的比
較推論性個體知覺，乃至針對空間變化的變化知覺則更是因個體恆常性知覺的個體性
不同而產生了的，是具有個體差異的運動及錯覺誘發性個體知覺。繪畫造型的“作者
個體知覺性存形再現過程”，是明顯不同於“忠實”存留不同光色與距離時的各種天
安門不同照片的、“照相機底片的復制性感光成像再現過程”；也是明顯不同於機
械、建筑、電路等技術設計的統一使用几何投影等法及尺規規范的、“制圖技術的人
為標准化統一性描繪再現過程”。因此，可以說繪畫造型的知覺性存形再現過程是基
於作者的個體性經驗及記憶內涵的比較推論性及誘發性等的個體性知覺能力的、是因
人而有異的、離不開作者個體主觀意圖的、“個體表意性寫意存形再現過程”。

再從繪畫造型的基本技巧上來說，對人眼視網膜自然映像的光色與空間兩大要素的存
形再現技巧上，光色的無論是中國本土的對陰影、倒影、乃至夜晚色進行非視網膜自
然映像的主觀意圖性省略法、對顏色進行非視網膜自然映像的主觀意圖性省略法或傅
彩法，還是外來的明暗法的把光色對比度進行非視網膜自然映像的主觀意圖性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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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畫
(傳說、故事；文
人畫；水墨畫；
中國傳統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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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書畫印齊紅官網-拙見引玉4-大寫意的“大”

法；中國本土及外來的空間遠近法的非視網膜自然映像的主觀意圖性多視點疊加法、
逆遠近法、曲線遠近法、遠近分割法，空氣遠近法的濃淡實虛法，錯覺誘發法，等
等，都是基於作者個體主觀意圖地追求個性存形形象視覺效果的、“個性表意性寫意
存形再現技巧”。

若把繪畫作品形象的、與實在物象的人眼視網膜自然映像的乖離度，造型技巧成熟
度，意圖角度，意圖程度作為個性寫意程度的大小區分方法，而常人視網膜自然映像
設定為零寫意度時，手繪存形再現出的繪畫形象的“個性寫意度大小”可嘗試舉例排
列如下：
實在物象的常人視網膜自然映像（小於）無技巧的孩童的類似本能畫（小於）有技巧
的實物及照片透寫畫（小於）有技巧的明暗遠近等法則畫（小於）有技巧的漫畫、美
術圖案畫（小於）把視覺性經驗記憶形象有技巧但存形時關閉視覺而再現出的閉眼畫
（小於）非實在物象的有技巧臆造畫（小於）先天性視覺障礙者的無視覺畫，等等。

總之，若把類似於使用相機底片成像，或透視法則用尺規及制圖用程序軟件等方法再
現出的效果平面作為無個體性標准統一存形再現出的“常人視網膜自然映像的復制
品”時，廣義上也就可以將與其有別的手工存形再現效果平面的“書畫印”作為是基
於個體性主觀意圖及表達的個體表意性手書“個性寫意書法”、個體表意性手繪“個
性寫意畫”及個體表意性手鐫“個性寫意篆刻”。

1-3 “寫意”的中國畫狹義性內涵——“個性化地簡筆突出重點”

“夫大畫與細畫用筆有殊臻其妙者乃有數體”（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第二，
唐）。

“寫意”（也稱“粗筆”），是對於“工筆”（也稱“細筆”）的，在中國畫（國
畫）的意圖及表達技巧上進行分類的相對補集性用詞，其元素為“大寫意”及“小寫
意”，其相對交集為“工兼寫”。

“上古之畫跡簡意澹而雅正”；“中古之畫細密精致而臻麗”；“顧陸之神不可見其
眄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張吳之妙筆才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
也若知畫有疎密二體方可議乎畫”（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第一、二，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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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畫
(人物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
統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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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書畫印齊紅官網-拙見引玉4-大寫意的“大”

從東周戰國楚墓旌幡帛畫真跡的《人物龍鳳圖》及《人物御龍圖》亦可鑒，可以說如
同基於篆書的隸草之變的行書出現之后楷書也隨之而形成一樣，先寫意后工筆也是中
國畫的演變曆程中演化形成且一直延續至今的、方向不同的中國畫意圖及表達技巧。

若說“工筆”可以歸納為是傾向於“標准化地繁筆細致周全”時，“寫意”就可以相
對說是偏向於“個性化地簡筆突出重點”，二者可以說是方向不同且其兩方向端點的
連線是可以說是涵蓋了中國畫（國畫）的全部意圖及表達技巧。

1-4 “中國畫”的一般性要素內涵——“形神俱活”、“毛筆寫水存形”、“詩書畫
印一體”

中國畫的一般性要素內涵，也可以說是作者個體經過了不斷地反復學習臨摹、實踐總
結、對比取舍而歸納出來的作者個體心目中最喜愛的、覺得作為中國畫應該具備的、
作者個性化了的狹義性中國畫一般性要素內涵。

從或八千年前的老官台彩陶；或五千年前的大地灣地畫；或二千年前的楚墓旌幡帛畫
及秦王宮壁畫等開始的可鑒真跡可以看出，中國畫是經過了自然發生（新石器），“
毛筆存留顏色形象”的萌芽（新石器、商），而至“毛筆寫水存形”、“形神俱活”
的體係形成（宋），后續的“詩書畫印一體”的成形（元、明），本土與外來的碰
撞、融合（清）等等的發生、發展、成形、演變曆程的、是具有悠久曆史且一直延續
至今的、中國獨特的優秀傳統藝術形式。其中，中國畫（包括中國書法）可以說在中
國文化的傳統觀念上是占有無與倫比地位的、是有別於“工藝品”的、唯一的“視覺
造型藝術（美術）”。

相對於其他平面美術形式來說，中國畫的一般性要素內涵可以歸納為意圖與表達是否
一致的判斷用尺度內涵，同時也是其藝術感染力內涵（眼心相印）的“形神俱活”、
與意圖表達技巧內涵（筆）的“毛筆寫水存形”、及意圖表達形式的視覺共通性存形
形式內涵（眼）的“詩書畫印一體”為其基本要素內涵。同時，作為中國畫一般性要
素內涵的“形神俱活”、“毛筆寫水存形”、“詩書畫印一體”，可以說也是對中國
畫進行“換湯不換藥”的大寫意創作時，其演化始創方向意圖有別於其他繪畫種類、
其創作作品意圖作為中國畫而必須應該具備的“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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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畫
(山水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
統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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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書畫印齊紅官網-拙見引玉4-大寫意的“大”

,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統繪畫

1-5 藝術成立的必須要素內涵——人工意圖、人工表達、共通性共鳴頻率、相互作
用、共鳴需求、共鳴生成

常人視覺與天然實在物相互作用時，例如當觀看到大自然的山水草木等時，觀者雖然
也有生成知覺及精神的波動的可能性，但這種波動只是源於觀者自身自發性的、是基
於觀者自身內心有某種需求的存在而產生的自我應答，而不是源自山水草木等實在物
主動性的“山水草木主動所作所為的”意圖、表達、共通性共鳴頻率、及相互作用，
所以說天然的山水草木等不是藝術。

通過或有吃過梅子、或知道“梅甘酸”、或聽明白了“甘酸可以解渴”意思等共通性
共鳴頻率、對於有共鳴需求的“軍皆渴”的士卒來說，相互作用地聽到成語“望梅止
渴”出處的、有曹操人工的意圖、表達、共通性共鳴頻率、及相互作用的曹操命令內
容后，士卒產生了精神波動乃至“士卒聞之，口皆出水”，更至“乘此得及前源”，
因此曹操之令在當時的條件下作為藝術可以說是完全成立的。然而，沒有聽到過此令
的士卒是沒有精神波動的；另外，沒有梅子味道經驗的，或有梅子味道經驗但沒有飢
渴感而需求解渴的士卒即使聽到此令時“口皆出水”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也就是說
沒有共通性共鳴頻率及共鳴需求的“藝術被動方”是不容易對“藝術主動方”的曹操
同令內容生成藝術共鳴的。

總之，（藝術主動方的）人工意圖、人工表達；（藝術主動與被動方的）共通性共鳴
頻率、相互作用；（藝術被動方的）共鳴需求、共鳴生成可以說是作為藝術成立的條
件而缺一不可的必須要素內涵。其中，共通性共鳴頻率的內涵更是決定共鳴產生內涵
的關鍵（參見：拙見引玉5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寫’指紋性心印造化筆形墨色形
似自然結搆形”）。

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畫
(山水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
統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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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書畫印齊紅官網-拙見引玉4-大寫意的“大”

1-6 “中國畫”的藝術感染力內涵——作者人象“生命力”

“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惠者豈可議乎知畫”；“所謂畫之道也”（張彥遠，《曆代名
畫記》卷第二，唐）；“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宣和畫譜》
卷一，宋）；“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宋濂，《畫
原》，明）；“則知畫之所以稱禪矣”（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清）；“畫不
遇識如客行於途無分於善惡也”（韓拙，《山水純全集》，宋），等等。

視覺造型藝術（美術）可以說是作者通過作品形象對觀者視覺的相互作用，意圖使觀
者生成視覺性知覺及精神的波動的一種活動，可簡括為“想讓人‘心動’”。其藝術
成立時的藝術感染力則可以說是心動源由的“某種動力”，而中國畫的心動源由內涵
僅僅只是用逢迎觀者視覺性感覺的“媚美”或“權奇”是不可能完全涵蓋的。

“氣韻生動”（謝赫，《古畫品錄》序，南北朝）；“夫氣韻全而失形似雖活而非形
似備而無氣韻雖似而死”（劉道醇，《宋朝名畫評》卷二，宋）；“筆底深秀自然有
氣韻此闗係人之學問品詣人品高學問深下筆自然有書卷氣有書卷氣即有氣韻”（蔣
驥，《傳神秘要》，清），等等。

可以說中國畫一般性要素內涵“形神俱活”的“形”，是指作品形象的視覺可見性形
態（眼）；“神” 是指視覺可比較推論性及誘發性知覺而感覺到的作品形象的精神面
貌，也就是作者的創作意圖，包括作者的作品立意意圖與存形技巧意圖及意圖與技巧
的一致意圖（心）；“形神俱活”對觀者來說，是對作品的“形神”一致統一的高度
生動表達而共鳴生成的、觀者的視覺性知覺及精神的波動內涵（感染力內涵）；對作
者來說，即是創作意圖內涵（心），也同時是對意圖表達技巧（筆）表達出的、表達
形式的作品（眼）的成熟度判定時所使用的尺度內涵（眼心相印）。

“先觀其氣象后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終求其理此乃定畫之鈐鍵也”（劉道醇，《宋朝名
畫評》序，宋）；“故畫或以金冑雜於桎梏固不可以體與跡論當以情考而理推也”
（《宣和畫譜》卷二，宋）；“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郭若虛，
《圖畫見聞志》卷一，宋），等等。

因為中國畫的視覺形象是作者的創作意圖及其表達形式，所以中國畫的內涵也可以說
是等同於內涵是作者意圖與表達的“作者人象”。因此可以說中國畫的“氣韻生動
”、“形神俱活”等是觀者與“作者人象”間相互作用時，對“作者人象”生成的源
於中國先秦道家哲學思想“物極則反”的、具有文化共通性的、雖然中國畫形象是靜
止形象但觀者卻能感受到作者意圖的“作品主題思想的精神活力”（參見：拙見引玉6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意’共通有益正能量”）、還有作者意圖表達手段的“作品
存形技巧的追求意圖及其技巧高度成熟的精神與神技的活力”、是觀者對充滿不朽的
盎然生機的作者意圖與表達二者“‘陰陽化育’出的精神與形象的活力的合力”的共
鳴，也就是觀者對作者人象“生命力”而生成的視覺比較推論性或誘發性知覺及精神
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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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人還是最喜歡吃家鄉味的飯菜一樣，中國畫的藝術感染力內涵可以說是中國文化
由來的、具有視覺及中國文化共通性的作者人象“生命力”。

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畫
(花鳥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
統繪畫)

1-7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意圖及表達要素內涵——以“‘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
命力”為目的的“以形寫意、筆觸一致、形神俱活”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黃
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
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為當也”（鄧椿，《畫繼》卷九，宋）。

相對於“標准化”的工筆，寫意是偏向發揮個性的“個性化”，而“大寫意”則可以
說就是“‘最大個性化地’‘逸筆’突出重點”。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時可以利用的最大個性化演化空間，可以說是在於盡可能地“最大
明確”作者作品立意的個性意圖度（個性立意心）；“最大清晰”意圖表達技巧特色
（個性筆）的個性意圖度（個性技巧心）；“最大統一”創作意圖及表達技巧而存形
的文化及視覺共通性存形作品（個性眼）的個性一致統一成熟度（個性眼心相印），
也可以說就是針對中國畫的藝術感染力內涵進行以人為本地、作者個性最大化地“換
湯不換藥”地演化始創指紋性。

因此可以說，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意圖及表達要素的“大”的內涵是 “‘大指紋
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同時，中國畫大寫意創作也可以簡括為內涵是“以‘大指紋
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為目的的“以形寫意、筆觸一致、形神俱活”。

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畫
(花鳥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
統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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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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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寫意書畫印齊紅官網-拙見引玉4-大寫意的“大”

1-8 視覺造型藝術（美術）的唯一客觀基礎——“眼見為實”

“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鑒”；“畫之臻妙亦猶於書此須廣見博論不可匆匆一概而取昔
裴孝源都不知畫妄定品第大不足觀但好之則貴於金玉不好則賤於瓦礫要之在人豈可言
價”（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第二，唐）；“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
重若是況於傳遠乎”（《宣和畫譜》卷二，宋），等等。

視覺造型藝術（美術）的客觀基礎是作品與觀者視覺間的相互作用。權威認可、師承
學曆、地位名聲、天資性行、軼事綽號、作品的商品價值及非共通性“密碼型共鳴頻
率”的自造言論等并不是絕對就能直接等同於其作品內涵。所謂權威可以說是為了或
普及周知或留存后世而推廣藝術的社會團體，其對作品的認可是認可其作品具有推廣
價值，而并非絕對就是對藝術的定義；同樣，師承學曆、地位名聲、天資性行、軼事
綽號等等也最多僅是人生經曆也并非絕對就是對藝術的定義；另外，一個人在甲方面
的“高”并不是絕對就同時自然而然地等於其人在乙方面的書畫印造詣也具有其在甲
方面同樣的“高”；尤其是西方近代的各種利用“讓觀者先聽講自造密碼轉換規則，
再讓觀者轉移視線去看自造密碼，讓觀者自己去轉換自造密碼去共鳴其自造密碼型共
鳴頻率 ”的自造理論來“權奇”、乃至列出“不懂自造密碼的轉換就是不懂藝術”的
前提條件來哄抬作品的商品價值的手法套路，其中有的甚至惡劣到了其作品原本就是
根本無法長期保存的明顯就是公開騙人的地步。等等。

觀聽古今中外他人作品品論及作者自身解說，其中如“人神其作品必神”、“其作品
等同其人天資性行”、“一精作等於百作精品”、“理論高其作品必妙”、“以否定
既有理論來肯定自造理論”、“自造理論直接掛鈎作品價格”、“賣的最貴的就是最
好的作品”，“賣不出去就是垃圾作品”等等忽視客觀視覺可鑒存形形象、跳躍客觀
相互作用的基礎及文化與視覺共通性共鳴頻率等平台的、對正確認知作品內涵有誤導
性的市場炒作模式并不少見。

對觀者來說，雖然不具備視覺共通性共鳴頻率基礎的觀者不能完全認知作品的內涵是
無可非議的事實，但是同時，視覺可鑒的作品形象也是觀者可以感受出其作品內涵，
即作者人象內涵的唯一客觀途徑。對作者來說，在“‘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的中國畫大寫意創作時唯一可以對自己意圖及表達的結果進行可否判定的客觀基礎也
是基於“眼見為實”的是否“眼心相印”。

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畫
(界畫、臆造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統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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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必要“眼力”——“人眼”、“兼顧眼”、“天下眼”、
“進化眼”、“慧眼”

“人眼”：尊重人類的文化及視覺共通性的必要創作態度

“夫書，，，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蔡邕，《筆論》，漢）；“作字先作人”；“
寫字只在不放肆”；“這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傅山，《作字示兒孫》，清）。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最基本初心是想要作品與人類的觀者視覺進行相互作用，沒有人
類視覺相互作用的創作在藝術上是不成立的。

“‘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最大個性發揮創作空間的必要條件是，需要尊重
相互作用時的被動對象的，即觀者的人類文化及人類視覺的共通性范疇底線。首先，
一般常人雙眼的視野范圍是約上六十度、下七十度、左右一百二十度；約中心二十度
為中心視野、其余為周邊視野、越近中心視野則辨識度越高。其次，人類的視覺性知
覺能力具有基於經驗及記憶的恆常性由來的、比較推論性及誘發性。因此，包括款識
在內的作品整體形象在常人視野內沒有清晰辨識度的創作；視覺形象極其排斥人類文
化及視覺性知覺的一般性常識及常理的創作等，可以說是沒有尊重心態的創作。

總之，在尊重作者自己個性的同時也要尊重觀者，即，尊重人類視覺及文化的共通
性。尊重藝術，是“‘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必要態
度。

“兼顧眼”：隨時兼顧視野中心與周邊的個性化視覺性知覺能力

利用視野而得知的視覺性知覺能力是可以通過有意圖的經驗積累而具備“個性”能力
的。

相信開車的諸位應該很多有剛拿到駕照開車時只能看到車頭正前方的狹窄范圍，而隨
着駕駛經驗的日積月累，突然有一天會視野變寬了，開始能正前方與斜前方隨時兼顧
的視野知覺開始拓寬的經曆。若把這種“司機個性的視覺性知覺能力”以及類似的“
對抗賽優秀選手個性的視覺性知覺能力”等稱作為“兼顧眼”的話，只有具備了“兼
顧眼”能力的作者才能在“‘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創作時，其視覺性知覺能
隨時兼顧作品平面的局部與整體關系，尤其是基於空氣遠近法的變化、基於注目點法
的意圖性單色的變化、基於存形先后的變化等，才能存留筆墨自然的濃淡溼干等局部
與整體關係表達技巧的視覺辨識度，從而創作出形象與載體二者能“陰陽化育”的自
然整體形象。換個角度“防微杜漸”地可以說是，只有具備了“兼顧眼”能力的作者
才能避免作出“一色印刷”、“一色圖案”，“沒有主次”、“沒有前后”等“個性
”內涵的作品，即，才能避免內涵是“墨鏡眼”、“筒窺眼”等“指紋性”作者人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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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眼”：每作必比天下的個性化視覺性庫存對比能力

“學一家書知其好不知其惡學諸家書好惡了然矣知好不知惡亦能進德不能省過好惡通
曉德日進過日退矣”；“苟無是學即勿恃才恃才之過逾於無學無學不過淺近而已恃才
弄出許多丑態如何令人不嘔”（趙宧光，《寒山帚談》，明）。

創作結果可否的唯一判定手段是“不怕貨比貨”地進行對比，不只是與作者自身的既
有作品做對比，更是要拿作者人生積累了的古今中外的他人存世美術作品的視覺經驗
的記憶殘留像庫存作為參照物來做對比。若把如同螃蟹眼一樣的不光是復眼，而且還
能把眼支出體外几乎可以三百六十度地把天下都納入視野內進行對比的“‘橫行公’
個性的對比能力”稱作為“天下眼”的話，只有具備了“天下眼”的視覺性庫存對比
能力的作者才能在“‘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創作時避免作出“撿被曆史淘汰
過的垃圾”、“遠來的和尚”、“山寨拼湊”等“個性”內涵的作品，即，才能避免
內涵是“沒見識”、“自欺欺人”、“自命不凡”等“指紋性”作者人象。

“進化眼”：不間斷自我對比判定的身心求進的視覺性自律掌眼堅持

“近代畫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朱景元，《唐朝名畫錄》，唐）；“他人
好惡易別自己好惡難識”；“遇好求惡境逆而易逢惡求好境順而難”；“凡為學不進
則退無有停機”（趙宧光，《寒山帚談》，明）；“名稱千古必虛心以入其境唯不自
矜方能得心應手如自滿之人必未知精微”（潘茂弘，《印章法》，明）；“十幅如一
幅胸中丘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煙霞無盡”（笪重光，《畫筌》，清）。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可以說是基於“毛筆寫水存形”時的現場狀態及人生積累而有變
的、可一生持續進行創作的、針對中國畫進行的“個性化現場狀態性及生平動態性”
演化始創。而作者對自己完成作品可否的判定的最基本方法就是首先進行自己作品間
的對比。

若把作者自身能堅持不間斷地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歸納總結及修正求進，每作必對比判
定嚴格把關的身心求進的視覺性自律掌眼堅持比作為“進化眼”的話，只有具備了
“進化眼”的作者才能在“‘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個性化現場狀態性
及生平動態性”演化始創中避免作出“撞死耗子”、“老生常談”、“越來越放肆”
等“個性化生平動態”內涵的作品，即，才能避免內涵是“不穩定不成熟”、“原地
踏步”、“走下坡路”等“指紋性生平動態”的作者人象。

“慧眼”：選擇和鎖定“筆墨”為中國畫的個性無盡頭演化空間要素的視覺性智慧

“非融心神善縑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夫畫者筆也斯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
之前得之於儀則之后黙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筦而潛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
以分其隂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韓拙，《山水純全集》，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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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上已至特色巔峰的各種作品可以說是沒有絕對的完美無缺的最好而是個性各存短
長的并列，即使分優劣也只是排名者按照其自身的個人目的及喜好進行的主觀性列序
而不具備絕對性。然而從“臨摹不是創作”的角度來說，各種巔峰特色對后發創作的
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從例如楷書的歐、顏、柳、瘦金等書體及其成形的先后順序上
可鑒，可以說創作是“學則死，只有變才能活”。

已經既有的作品可謂浩如煙海且各具特色，若把能探究和歸納其各自風格特色的來路
去向，能見微知著地預測其各自風格特色發展方向的終點遠近、能找出個性的無盡頭
演化空間要素的視覺性智慧稱作為“慧眼”的話，只有具備了“慧眼”的作者才能在
“‘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的創作方向上，能隨時牢牢把握住“筆墨”作為無
盡頭的個性中國畫演化始創空間要素而不脫軌，才能避免作出“中國畫包材的油畫
”、“中國畫包材的水彩畫”、“中國畫包材的美術圖案畫”等“個性”內涵的作
品，即，才能避免內涵是“中國畫的歧路演化”的“指紋性”作者人象。

齊紅大寫意中國
書畫印拙筆例：
大寫意中國篆刻
(陽刻石材朱文印
章印記；陰刻石
材白文印章印記)

1-10 中國大寫意藝術的展望——中國特色的作者始創指紋性時代氣息將更加亮眼

“美術”乃至“藝術”可以說是“想讓人‘心動’”的一種活動；“美學”或“審美
學”或“感覺學”可以說是如何統一解說“美”的本質和標准及意義。然而隨着時代
的發展，基於為了從“美學”的解說中獨立出“藝術”的研究而產生了“藝術學”，
之后“美學”又吸取“藝術學”的主張為其要素而演化，可謂二者除了對象范圍明顯
不同外，其余內涵的共通性則越來越明顯，現階段可以說偏向哲學性解說的是“美學
”；偏向科學性研究的是“藝術學”，如何“准確”使用這些“外來概念”也確實越
來越艱難。

“葢一主於變化出沒必流於戱墨於畫法甚虧若拘於畫法則又乏變化之意”（湯垕，
《畫鑒》，元）；“字與文不同者字一筆不似古人即不成字文若為古人作印板當得謂
之文耶此中機變不可勝道最難與俗士言。”（傅山，《作字示兒孫》，清）。

僅從“藝術”是“想讓人‘心動’”的角度來說，不是全部創新的非始創性臨摹到模
仿乃至山寨組裝版及批量生產復制等作品也當然是屬於藝術的范疇，由此可以說“藝
術”的“門檻并不高”。然而從“臨摹不是創作”的角度來說，作品的指紋性始創部
分則是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必要組成部分，可謂：“作文始知精題識之逸格極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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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水”、“中國味道”、“人在書畫中”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棉料綿連羊毫長鋒地‘寫’活水存一
筆到底之中國傳統習得演化指紋造型始創性心印造化且形似
自然的天成難得活筆鋒形活氣墨色線面層次結體物象勢能形
的意技俱活生命力”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意’存形再現中國社會共通有益正
能量的中國文化特色意技生命力”

印始知精章法之逸格極難，作書始知精筆形之逸格極難，作畫始知精墨色之逸格極難
”，從始創具有作者個性指紋特色的“只有變才能活”之艱難上來說，“‘大指紋性
’作者人象生命力”的“中國畫的大寫意演化始創”可以說是“門檻極高”。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是對中國畫進行“換湯不換藥”的作者指紋性演化始創過程，而在
始創作者指紋性特色部分的同時如何能保有中國畫特色部分也是中國畫演化的重要課
題。每位作者的意圖與表達理所當然都有自己個人的獨立個性，然而即使是個性演化
中國畫也不能肆無忌憚全槃否定地進行“換藥 ”。拋開“美學”、藝術學”、“古典
主義”及“達達主義”等外來概念的解說和主張，如何去認識、理解、取舍、傳承中
國畫特色的根本可以說是基於對中國文化“吃”的深度及其所同步的對中國文化的喜
愛程度，而其喜愛程度最高級的“最愛”更可以說是作者會由衷生出必須堅持維護中
國文化特色責任感的最原始動力。

筆者相信，隨着祖國國力的日益強大及網絡平台的日益便利，對中國特色藝術的中國
書畫印的認識、理解、取舍、歸納、實踐等也將步入越來越全方位對比的個體性丰富
階段，選擇中國大寫意藝術作為“最愛”的人士也將越來越更多，充滿時代氣息的特
色各異的“大寫意中國書法”、大寫意中國畫、“大寫意中國篆刻”的始創作品將日
益層出不窮，中國大寫意藝術將迎來更加嶄新的演變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作者始創
指紋性時代氣息將更加亮眼於五洲四海。

由衷祝願祖國大寫意藝術日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謹為敝人一己之拙見引玉，敬請諸位方家多多教正！

齊紅
二零二零年元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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