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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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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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中國書法(篆行
體)、大寫意中國篆刻

《雪地麻雀圖》（2019年作）
題識：齊足并進歡

紅
鈐印：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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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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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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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圖》（2019年作）
題識：積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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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寫意的“意”返回目錄

——明確再現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國特色漢字題識點睛生命力

3-1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創作意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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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的意圖表達可以說是一種文化交流的社會活動，對於藝術的一般性認識可包括：
“為了什么？”、“誰？表達了什么？如何表達的？”、“結果如何？”，即，目
的、內容始創者及活動者；內容；形式與技巧、價值等几個基本方面。

於創作角度而言，藝術的意圖表達可以說是包括其作者的創作意圖及表達其創作意圖
的技巧兩個基本方面，而其作者的創作意圖則又可包括其創作作品的立意意圖、表達
技巧意圖、及其意圖與表達的一致意圖。

“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謝赫，《古畫品錄》，南北朝）；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摘繭圖》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婺源曬秋圖》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栽桑採葉勤勞作
蔟山摘繭歡笑顏
移蠶家居五千載
編織錦繡華夏篇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篁匾梯嶺載收穫
向日競艷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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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中國書畫創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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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再現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國特色漢字題識點睛生命力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命意難易度：
“每作品無主題易，有主題難”、“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難”、“以有視覺物象及以已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易， 以無視覺物象及以未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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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繭圖》、《婺源曬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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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於天然非繇述作”、“記
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丹青
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張彥遠，
《曆代名畫記》卷第一，唐）；“制為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
事麟閣會勛業之臣跡曠代之幽潛託無窮之炳煥”、“且古人所制佛道功德則必專心勵
志曲盡其妙或以希福田利益是其尤為着意者”、“圖畫者所以鑒戒賢愚怡悅情性若非
窮玄妙於意表安能合神變乎天機”、“藝必以妙悟精能取重於世然後可著於文可寶於
笥惡夫眩惑以沽名者則不免鑒士之棄”（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卷六，
宋）；“自三代而下其所以夸大勛勞紀敘名實謂竹帛不足以形容聖德之舉則云台麟閣
之所由作而後之觀覽者亦足以想見其人是則畫之作也善足以觀時惡足以戒其後豈徒為
五色之章以取玩於世也哉”、“故得玩心圖書庶几見善以戒惡見惡以思賢以至多識蟲
魚草木之名與夫傳記之所不能書形容之所不能及者因得以周覽焉”（《宣和畫譜》
敘，宋）；“畫譬如君子歟顯其跡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合規矩親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
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動容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體若是而已畫由小人歟以浮言相
胥以矯行相尚近之而取侮逺之而有怨苟媚諂以自合勞詐偽以自蔽旋為交搆無一循乎理
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儻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夫彼非所以能別識也”
（韓拙，《山水純全集》，宋）；“畫之為藝雖小至於使人鑒善勸惡聳人觀聽為補豈
可儕於眾工哉”（湯垕，《畫鑒》，元）；“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周星蓮，《臨池
管見》，清）；“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
衍”（盛大士，《溪山臥游錄》，清），等等。

中國傳統繪畫的中國畫（國畫）的意圖表達可以說是以存留平面載體上的視覺可鑒形
象來於“作品畫面客觀存在的形”上來再現人類視覺可認知性天地人、雪雨云霞、魚
禽蟲獸，山水草木、亭台樓閣、發生事件、民生世俗、神話傳說等等的樣子、場景；
同時，於“作品畫面客觀存在的形所蘊含的意”上來再現其時人類對大自然的本質、
規律、原理和對社會的是非、成敗、階級、生活、存形技巧等的認識及人類的智慧、
思想、精神、感情等等的主觀內涵，即，可以說國畫是以存留的作品畫面客觀形象來
再現其作者對人、自然、文化、存形技巧等社會及其相互關係等等的主觀反映的“主
觀意識”及其存形技巧表達能力的“技能的客觀表達”的視覺可認知性“意技綜合信
息”為其基本的創作意圖。

於中國大寫意書畫印的創作角度而言，其目的除了是以作品作為其作者謀生手段的
“想當做謀生之道的意圖”以外，其創作意圖的基本可以說是包括內外兩個方面。於
內，是於作者自身的意圖表達上的，想以存留作品畫面客觀存在的形象來表達其作者
對人、自然、存形技巧等的社會及其相互關係等等的主觀性“作者個性心的傾向性內
涵”及表達其“作者個性心的傾向性內涵”的客觀性“運用中國傳統特色存形技巧的
作者個性筆的再現能力”的包括作者的個性主觀意識與技能的客觀表達的作者個人信
息，也就是“想表達包括人格及其技能信息在內的‘作者個性道’的意圖”；於外，
則是作者以其作品再現出的“意技綜合信息的‘作者個性道’的作品畫面客觀形象”
來通過視覺相互作用而“想讓中國文化交流對象的觀者心動的意圖 ”，還有，作者希
望得到對自己“個性道”的形象性表達的社會反饋信息而“想有助於完善作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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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道’的意圖”。

“作者個性道”自然需具備其人格與其表達技巧的主客觀一致性及相對於社會的自由
獨立性和共通性。因此，除非是“終生閉關的‘個性道’”，不然的話若把社會共通
性規範比作為“履”時，或是“不衫不履”，或是“納履踵決”，或是“削足適
履”，或是“鄭人買履”等等，其“作者個性道”的意圖表達少不了於“意技綜合信
息”上的個性與社會的關係處理上的取舍考量。

拜閱中國的前賢的書畫作品及相關品論可知，國畫作品形象的“作品畫面客觀存在的
形所蘊含的意”可以說是以示本質、明道理、示奧秘地明治亂興廢等之因由，勸善戒
惡、尊崇孝功德仁賢忠信禮義勇悍英烈貞才雅等等地宣揚觀念，贊美所愛，憧憬幸
福，願望美好，怡神悅情，舒心娛目，養氣洗心等等的，是以具備“讓中國文化交流
對象的‘中國社會的觀者’心動 ”的“共通的有益性觀念”為中心的意圖。

“心動”可以說是觀者經由其視覺對國畫作品的“意技綜合信息的‘作者個性道’的
作品畫面客觀形象”而產生的主觀反映結果為“有認同”的一種觀者的心理現象；其
觀者主觀反映的對象是國畫作品畫面客觀形象的題材內容及其存形技巧的再現能力。
也就是說，除非是其作者使用了心靈感應（心電感應）的信息傳遞神通或觀者自身具
有他心通（心有靈犀）的洞見神力，不然的話，觀者能主觀反映出對其作者人格及技
能內涵是否“有認同”的“心動”的唯一途徑只能是基於其觀者對作品畫面客觀存在
的國畫作品形象的題材及其存形技巧的視覺性認知。

因為心理現象是基於認知過程且心理的發生和發展都離不開由自然環境，人口及文化
所搆成的社會這個重要的條件。所以，心理未發展的新生嬰兒不會有對國畫作品畫面
客觀形象的題材及其存形技巧產生“有認同”心理現象的“心動”。也就是說，於觀
者的角度而言，對國畫作品畫面客觀形象產生“有認同”的“心動”的前提是其觀者
對於中國社會要有一定程度的認知的基礎，即，其觀者對中國文化，中國人乃至中國
的自然環境要有一定程度的認知；同時，於作者的角度而言，作者不僅需要具備對中
國社會認知的基礎，還要於其國畫創作時將其認知的要素融入到其作品畫面存留形象
的題材及其存形技巧之中時，中國社會的觀者才能有對其國畫作品畫面客觀形象產生
“有認同”的“心動”的可能性。

觀者於視覺上對於“意技綜合信息的‘作者個性道’的作品畫面客觀形象”而產生的
主觀反映的“心動的程度”可分為一時性波動；始終性波動且影響了觀者的意志形成
及其行為落實，乃至其始終性波動甚至可延續至後續多個時代的觀者，等等。因此，
可以說不同的“意技綜合信息的‘作者個性道’的作品畫面客觀形象”的生命力也各
自有所不同。

因為“心動的觀者”不只是個性作者自身，同時還包括有作者外的同時代乃至後時代
社會的觀者，所以，例如只強調其作者個性而不具備社會共通性的“鬼畫符”；不具
備其作者真實個性的“無病呻吟”及“嘩眾取寵”；作者個性刻意地混淆歪曲，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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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作者個性推崇的殺人放火等的觸犯了中國社會的公德或法律的、於中國社會的正常
運轉及延續發展是“負作用”的“個性心的傾向性”等等的“意技綜合信息的‘作者
個性道’的作品畫面客觀形象”的生命力，可以說至少於迄今的中國文化認同而言是
在個性與社會的基本關係的觀念上是偏離了的、是與有益於社會相反的負作用力。

另外，於外來概念的“美術”而言，繪畫，雕塑，工藝品等都屬於視覺造型藝術，即
美術；在中國，不僅僅是中國畫，連中國書法及中國篆刻也都屬於視覺造型藝術，
即，中國書法，中國畫，中國篆刻也都屬於美術。但中國書畫印是反映從中國曆史上
延傳下來的中國傳統特色“意技綜合信息”的美術，即，中國書畫印是“於作品畫面
客觀形象的題材及其存形技巧的認識與表達上是限定了範圍是中國傳統特色的美
術”，也就是說，於文化特色的明確度上而言，“中國書法作品”、“中國畫（國
畫）作品”、“中國篆刻作品”的內涵與“美術作品”的內涵是有所差異的概念。進
一步可以說，外來概念的“美術”是“非限定地域、民族、傳統等等的非特定文化特
色屬性”而只是泛泛反映視覺造型技巧的“技屬性”的概念。

總之，中國書畫印的意圖表達不是對中國曆史上延傳下來的中國傳統特色的不屑一顧
乃至全槃否定的意圖表達，而是把中國傳統特色作為寶貴財富而以之為其根基的意圖
表達。因此，中國書畫印的意圖表達可以說是一種以中國傳統特色文化的交流為前提
的社會活動，而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創作意圖則可以概括地說是最大表達“作者個性
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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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以說是基於作者與中國社會的觀者之間相互尊重其各自智慧的創作意圖，其根本也
就是對於毛主席提過的“為誰服務？”的一個回答。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司馬台長城圖》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華山北峰圖》

借用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不到長城非好漢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腳開玫瑰匯龍騰
頭源華夏名中華

3-2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作品立意的意圖表達——明確再現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國特
色漢字題識點睛生命力

“能巧之外曲盡情理”（朱景元，《唐朝名畫錄》序，唐）；“精神形似外特有意
趣”（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四，宋）；“故詩人六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律
歴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黙之候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詩人相表里焉故花之於牡丹芍
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閑至於鶴之軒昂鷹隼之擊
搏楊栁梧桐之扶疎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於圖繪有以興起人之意者率能奪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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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宣和畫譜》卷十五，宋）；“更如前人言詩
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郭思，《林泉高致集》畫意，宋）；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鄧樁，《畫繼》卷九，宋）；“論畫以形似
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蘇軾，《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
宋）；“元以前多不用欵欵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畵局後來書繪并工附麗成觀。”
（沈顥，《畵麈》，明）；“惡筆無妨惡墨有妨惡墨可惡楮不可三惡尚可詞惡最不堪
也而世間不免無地可逃”（趙宧光，《寒山帚談》，明）；“畫之款識唐人只小字藏
樹根石罅大約書不工者多落紙背至宋始有年月紀之然猶是細楷一線無書兩行者惟東坡
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語三五行已開元人一派矣元惟趙承旨猶有古風至云林不獨跋兼以詩
往往有百余字者元人工書雖侵畫位彌覺其雋雅明之文沈皆宗元人意也”（錢杜，《松
壺畫憶》，清）；“山靜居畫論云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
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為濫觴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
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盛大士，《溪山臥游錄》，清）；“前人有題後畫當未畫
而意先今人有畫無題即強題而意索”（笪重光，《畫筌》，清），等等。

與十九世紀前的傳統性油畫為代表的“西畫”的作品畫面沒有文字表達不同，國畫是
以中國獨特的“詩書畫印一體”為其特色形式的意圖表達，即，國畫是中國獨特的文
學藝術與造型藝術融合為一體的文學性視覺造型藝術（文學性美術）。使用漢字題識
的“詩”的對作品中心思想的文學性明確表達是國畫作品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

觀者對國畫作品內容認知的唯一客觀途徑只能是基於其觀者對作品畫面中客觀存在的
固有形象的題材及其存形技巧的視覺性認知。例如，無論作者的作品命意及其作品形
象存留時的身心狀態是如何的不同，但當其完成的國畫作品畫面固有形象僅僅是無落
款以外漢字題識的魚形象時，其作品的主題則是基於中國社會共通的文化習慣而被中
國觀者理解為是或激勵奮發向上的“跳龍門”；或憧憬幸福的“連連有余”；或贊美
相合無間的“如魚似水”、亦或贊美清潔無染的“一廉如水”等等地無法被觀者所明
確地特定認知。同時，也可以說作者僅僅憑借單獨的物象形象雖然可以再現出其作品
所表達的存形技巧境界但不可能明確地再現出其作品意圖表達的主題思想內涵。中心
思想可以說是國畫作品內容的主體和核心，而沒有作品立意的意圖表達的“無題”的
“有技無意的作品”也只能是被歸屬為是中國的先賢所說的“與兒童鄰”的半成品國
畫。另外，因為相對於獨立的韻文而言，國畫的“詩書畫印一體”中的“詩”的題識
漢字只是作品畫面固有形象的組成部分之一，所以其“詩”并不是被限定了必須只能
是韻文，而是可以包括韻文及非韻文在內的所有形式的文的漢字題識，即，以任何形
式的文的漢字題識來明確地表達國畫作品的立意意圖是其“詩”的首要目的與作用。

因為拜閱中國的先賢的書畫品論可知，國畫的文學性與造型性融合為一體的表達形式
的成形時期可以說是宋朝，所以可以概括地說宋前的國畫作品是以再現存留物象形象
的造型性存形技巧表達能力的“技信息”為中心，而宋後的國畫作品則是以漢字題識
的中國書法的文學性來再現其作品的中心思想，且同時，是以存留漢字形象及物象形
象來再現其造型性存形技巧表達能力的“意技綜合信息”為中心。若說語言是比單獨
的物象形象更能明確地表達出繪畫作品的特定中心思想時，相對於國畫作品畫面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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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詩書畫印一體”的漢字題識表達形式所明確傳遞的其作品中心思想的畫面固
有語言信息而言，十九世紀前的傳統性油畫為代表的“西畫”則需要於其繪畫作品畫
面固有形象之外額外地附加非作品畫面固有形象的、繪畫作品外的、或文字標簽，或
文字說明書，或聲音等的語言說明才能明確地傳遞出其繪畫作品畫面固有單獨物象形
象所想表達的中心思想信息。

於對繪畫的認識而言，或許是因為不同於中國文化的語素文字的中國漢字的“書畫同
體”的形象相通性及其“書畫同法”的存形技巧相通性，以及或許是因為與中國的
“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的“詩畫同體”的觀念差異，又或許是因為對表音文字
的非形象性認識，又或許是因為表達相同內容的中心思想內容時的表音文字所需要的
全部字位空間要遠遠大於語素文字的中國漢字等等，可以說即使外來概念的包括繪
畫、雕塑、工藝品、建筑等的“美術”一詞是始見於十七或十八世紀的歐洲而遠遠後
於中國的宋朝，但只有再現視覺造型技巧能力的表達而不包括文學的再現其作品中心
思想的表達的視覺造型藝術的“美術”一詞的外來概念，可以說於繪畫的角度而言其
內涵是近似於中國宋前的國畫的意圖表達的、是以再現視覺造型性存形技巧表達能力
的“技信息”為中心的意圖表達。

總之，國畫作品的畫面客觀固有形象是中國獨特的“詩書畫印一體”的整體化育形
象，其畫面固有形象所再現、所傳遞的是“包括作者人格及其技能信息在內的‘作者
個性道’”的明確的“意技綜合信息”。因此，明確再現每作品中心思想的中國特色
漢字題識點睛生命力，即，於每作品所進行的每命意及其以中國書法的漢字題識形式
的明確存形表達，可以說是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主體和核心。

3-3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載體有限平面“色秩序”搆圖的意圖表達——存形再現中國
特色“陰陽和合及‘氣炁合一’自然化育秩序”的“炁韻生動”生命力

“氣韻生動是也”，“經營位置是也”（謝赫，《古畫品錄》，南北朝）；“至於經
營位置則畫之總要”（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第一，唐）；“山有主客尊卑之序
隂陽逆順之儀”，“且畫者辟天地玄黃之色泄隂陽造化之機掃風云之出沒別魚龍之變
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秀麗草木之茂榮翻然而異蹶然而超挺然而竒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黃山圖》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漓江漁火圖》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奇松裂石云梳妝
人間仙境幻釆颺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山色薄妝醒嫵媚
漁火鶿聲曉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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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然而怪凡識於象數圗於形體一扶疎之細一帡幪之微復於穹窿載於磅礡無逃乎象數而
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也”（韓拙，《山水純全集》，宋）；“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
天地謂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據案把筆下
去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填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灑見情於高大哉”
（郭思，《林泉高致集》，宋）；“一字結搆謂之字法”、“通篇結搆謂之章法”
（趙宧光，《寒山帚談》，明）；“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
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虛實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
詳處必要有略處實虛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董其
昌，《畫禪室隨筆》卷二，明）；“大痴謂畵須留天地之位常法也。”（沈顥，《畵
麈》，明）；“意之為用大矣哉非獨繪事然也普濟萬化一意耳夫意先天地而有在易為
几萬變由是乎生在畫為神萬象由是乎出”，“制大物必用大器故學之者當心期於大必
先有一段海闊天空之見存於有跡之內而求於無跡之先無跡者鴻蒙也有跡者大地也”
（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清）；“黑之量度為分白之虛淨為布”（笪重光，
《書筏》，清）；“落款有一定地位畫粘壁上細視之則自然有題跋賦詩之處”（錢
杜，《松壺畫憶》，清）；“畫固首取氣韻然位置邱壑亦何可不講譬如人家屋宇堂奧
前後顛倒雖文榱雕甍庸足道乎”、“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
題非其處則不稱故有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壞者此又畫後之經營也”“圖章必期精雅印
色務取鮮潔畫非藉是增重而一有不精俱足為白壁之瑕曆觀名家書畫中圖印皆分外出色
彼之傳世久遠固不在是而終不肯稍留遺憾者亦可以見古人之用心矣”（盛大士，《溪
山臥游錄》，清），等等。

中國書畫印創作時的可用空間都是獨立載體的有限平面，對於有限平面的作者主觀利
用意圖可分為有限地“裝什么”和“如何裝”兩個方面。“裝什么”包括作者主觀確
定作品主題內容的命意意圖及對其作品題材的主觀選擇與提煉加工意圖；“如何裝”
則是以充分再現作品主題及其題材內容為目的地將作品畫面固有視覺要素的“色”組
織起來從而搆成完整的視覺可認知形象的作者主觀搆圖意圖。

平面美術的搆圖根本不外乎人類視覺可認知性客觀存在於載體平面內的“色”的種
類、“色”的形狀、“色”的相對位置三個有限基本要素的秩序。而主觀的“色秩
序”搆圖意圖雖可基於作者的人格差異而可以說是有無限種的可能性，但同時也可基
於存留出的作品畫面固有形象色秩序的與其所對應實在物象反映於人類視網膜自然映
像色秩序的乖離度，而可以說作者的主觀“色秩序”搆圖原則無非是包含於其兩極分
別為“存留再現物象的常人視網膜自然映像的色秩序”與“存留再現物象的先天視覺
障礙者的主觀色秩序”的一個有限的範圍之內（參見拙見引玉4）。

於繪畫作品畫面固有的“色”的種類、形狀、相對位置三要素的“色秩序”搆圖而
言，若說以十九世紀前的傳統性油畫為代表的“西畫”是以存留再現固定光源下或變
化光源下的“物象的人眼視網膜自然映像的色秩序”，即，是“以存形再現作者眼見
的、物象的光自然反映色秩序為中心的‘眼見的色秩序搆圖’”時，國畫則可以說是
以載體之白與墨之黑來取代物象的光自然反映色秩序地，尤其是忽視物象的光自然反
映的影子色秩序地存留再現作者的“對物象的結搆與精神及本質的認識色秩序及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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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身心狀態色秩序”，即，是“以存形再現融合了作者眼見的、心識的、存形時身
心狀態為中心的、‘物象結搆色與精神色及本質色的認識色秩序及存形時的身心狀態
色秩序為一體的色秩序搆圖’”。因此，面對同一幅繪畫作品畫面固有的“色秩序”
時，基於觀者的或“國畫眼”，或“西畫眼”，或“繪畫眼”，或“圖案眼”，或
“工藝品眼”，或“美術眼”、或“照片眼” 等等的不同，可以說基於觀者個性文化
認識的基礎的不同，對其“色秩序”搆圖的傾向乃至境界等的認知結果也會有所差
異。

中國書畫印的“色秩序”搆圖意圖可以說也同是為了達到萬世不變的中國獨特觀點的
“氣韻生動”，即，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事物中几乎是無處不在的中國特色世界觀體係
的陰陽二元論的“氣”的、於中國書畫印搆圖根本的“色秩序”上的、“色”的本質
是“氣”的、以陰陽對立、陰陽同根、陰陽互體、陰陽消長、陰陽轉化、陰陽交感、
陰陽化育等等的以“氣秩序”為原則的搆圖。例如，就國畫作品整體畫面中的使用毛
筆存留在宣紙上的“筆墨色”及與其同時存留出的宣紙的“留白色”而言，基於二者
的“色”的相對性而可以說二者是“氣”的陰陽對立的關係；基於二者都是源自於使
用毛筆的同一存留過程而可以說二者是“氣”的陰陽同根的關係；基於二者都是因為
對方的存在而存在，任何一方都是不能脫離另一方而單獨存在而可以說二者是“氣”
的陰陽互體的關係；基於二者的“色”的此長彼消而可以說二者是“氣”的陰陽消
長、陰陽轉換的關係；基於整體畫面的形象色是源於二者的相互對比而成立而可以說
作品畫面形象是源於二者之“二氣”的陰陽交感的結果；基於二者所孕育出的整體畫
面形象色是不同於其所對應物象的光源自然反映色而是新的融合了物象結搆色與物象
精神色及物象本質色的認識色及存形時的身心狀態色為一體的自然化育色而可以說作
品畫面形象是源於二者之“二氣”的陰陽化育的結果，又例如，單就“筆墨色”或
“留白色”而言，基於其更進一步可分為主次、分合、順逆、疏密、虛實、動靜等等
的進一步的可分陰陽而可以說二者都是“氣”的陰陽可分，等等。也就是說，中國書
畫印的“色秩序”搆圖意圖是要達到符合中國傳統觀念的包羅萬象的宇宙搆成要素的
陰陽二氣的“‘氣’的和合始自然的秩序”的“氣韻生動”。

具體而言，若把大寫意國畫作品畫面的包括“留白色”與“筆墨色”的“活筆鋒形活
氣墨色”（參見拙見引玉5）的全部稱作為“整體色秩序（整體活氣秩序）”時，則可
以把其基本組成單位的每一筆存留出的於視覺可覺得性精確再現其筆者存形時身心狀
態的零件，及，一筆或多筆存留出的基於與物象及漢字的形似而於視覺可認得性物象
及漢字結搆的部件，及基於其筆者存形時身心狀態的可覺得性物象及漢字精神的部件
稱作為“存形時身心狀態色零件（活氣零件）”，“形象結搆色部件（活氣部
件）”，“形象精神色部件（活氣部件）”；而若把搆圖比作為是將零件及部件按照
“一定的秩序”而進行的人工組裝時，則可以說於國畫載體有限平面內的搆圖是同時
的零件及部件的人工制造與人工組裝，且是“一筆到底”的不可重新來過的一次性同
一“毛筆寫水存形”，同時，“一定的秩序”也就是中國傳統觀念的推動自然規律發
展變化的本質，即，萬物孕育、發展、成熟、消亡的原動力的“氣”的“陰陽和合始
自然的秩序”。因此，可以說大寫意國畫的“色秩序”搆圖過程就是人工組織出具備
“整體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整體活氣秩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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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國畫的“整體色秩序（整體活氣秩序）”可以說是“人工融合了漢字及物
象的結搆及精神色秩序、 存形時身心狀態色秩序、推動自然規律發展變化的本質色秩
序為一體的‘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整體活氣秩序）’”，所以，若把未能自然融合
的零件及部件的“活氣秩序”稱作為“氣韻生動”時，則可把融合自然的具備了“整
體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整體活氣秩序”稱作為“整體活炁秩序”
的“炁韻生動”。也就是說，中國書畫印的“色秩序”搆圖意圖不僅僅是要達到零件
及部件的“氣韻生動”，更是要達到人工制造、人工組裝的近似天然的“氣炁合一”
地，進而達到國畫作品整體畫面的“二炁交感化生萬物”地有機一體地、天然自活
地、具備了自然化育勢能原動力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韻生動”。也就是說，於繪畫畫
面整體的“色秩序”搆圖的表達而言，若可以把十九世紀前的傳統性油畫為代表的
“西畫”比作為是“牆壁上開出的可以看到牆外局部世界的、反映眼見的色秩序的窗
口”時，相對而言，則可以把國畫比作為是“更可以進一步地看到獨立於牆壁之外
的、反映認識及存形時身心狀態的整體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的‘萬物的本源和變化之
道’的小宇宙”。

總之，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搆圖可以說是作者托神、托身、付命地人工制造組裝存留
出“能自活的生命形象”的意圖表達，其於載體有限平面內的“色秩序”搆圖的意圖
表達，可以說是將源於“毛筆寫水存形”的“活筆鋒形活氣墨色”的載體整體畫面的
“留白色”的“白”及“筆墨色”的“溼、干、交、暈、破、濃、淡、共、未、卯”
等的，種類、形狀、相對位置三個基本要素的“整體色秩序”，以中國傳統的“天地
之道”、“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的“萬物的本源和變化
之道”的“道者陰陽變化之理也”的，即，以作為中華文明邏輯思維基礎的“天地和
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等的陰陽二氣的“二炁交感化生萬物”的要素秩序為着眼
點地組織出具有中國文化共通的視覺可認知性具有“整體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的孕
育生命力的“整體活炁秩序”搆圖的意圖表達，其核心可以說是最大個性地存形再現
中國特色“陰陽和合及‘氣炁合一’自然化育秩序”的“炁韻生動”生命力。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蒲公英圖》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麥圖》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乘風展羽翅
遨遊大地春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天碧映壟蹊
風爽浮麥浪
粒粒都歸倉
歲歲皆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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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色秩序(活氣秩序)”搆圖難易度：
“長方留白易，正方留白難”

 “沒骨法的濃麗生態易，骨法的氣韻生動難”
 “未自然融合的‘色零部件（活氣零部件）’的‘氣韻生動’易”

“人工融合了
漢字及物象的結搆及精神色秩序（形象結搆及精神活氣秩序）、
 筆者存形時的身心狀態色秩序（筆者存形時狀態活氣秩序）、

推動自然規律發展變化的本質色秩序（萬物本質活氣秩序）
為一體的

‘整體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整體活炁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韻生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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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公英圖》、《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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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意圖表達難易度——命意的“每作品無主題易，有主題
難”、“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難”、“以有視覺物象及以已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
象易、以無視覺物象及以未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難”；題識漢字內容的“看圖識
字等號易，意蘊揭紗點睛難”；題材對象的“已畫易，未畫難”、“靜態易，動態
難”、“有固有形易，無固有形難”、“有視覺形易，無視覺形難”；色秩序（活氣
秩序）搆圖的“長方留白易，正方留白難”、“沒骨法的濃麗生態易，骨法的氣韻生
動難”、“未自然融合的‘色零部件（活氣零部件）’的‘氣韻生動’易”，“人工
融合了漢字及物象的結搆及精神色秩序（形象結搆及精神活氣秩序）、 筆者存形時的
身心狀態色秩序（筆者存形時狀態活氣秩序）、推動自然規律發展變化的本質色秩序
（萬物本質活氣秩序）為一體的‘整體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整體活炁秩序）’的孕
育生命力的‘炁韻生動’難”

“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台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此以巧曆不能差
其品也”（顧愷之，《論畫》，晉）；“皆以人物禽獸移生動質變態不窮凝神定照固
為難也”（朱景元，《唐朝名畫錄》，唐）；“蓋水几於道而火應於神非筆端深造理
窟未易於形容也”（《宣和畫譜》卷二，宋）；“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
目前之景然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慮消沉則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
想不成即畫之主意亦豈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橫中度左右逢原”（郭思，
《林泉高致集》，宋）；“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
毛皮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卷”，“圖畫院四方召試者源源而來多有不合而
去者蓋一時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法度或無師承故所作止眾工之事
不能高也”（鄧樁，《畫繼》卷三、卷十，宋）；“自題非工不若用古用古非解不若
無題題與畵互為注腳此中小失奚啻千里”（沈顥，《畵麈》，明）；“學畫精進易經
營位置難”（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清）；“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
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巧在善留
全形具而妨於湊合圓因用閃正勢列而失其機神”（笪重光，《畫筌》，清）；“畫上
題詠與跋書佳而行款得地則畫亦增色若詩跋繁蕪書又惡劣不如僅書名山石之上為愈也
或有書雖工而無雅骨一落畫上甚於寒具油只可憎耳”（錢杜，《松壺畫憶》，清）；
“畫中詩詞題跋雖無容刻意求工然須以清雅之筆寫山林之氣若抗塵走俗則一展覽而庸
惡之狀不可響邇”、“不相觸礙而若相映帶此為行款之最佳者也”（盛大士，《溪山
臥游錄》，清），等等。

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意圖表達自然有其於命意，題識漢字內容，題材對象，“色秩序
（活氣秩序）”搆圖上的難易度。

命意的“每作品無主題易，有主題難”、“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難”、“以有視覺
物象及以已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易，以無視覺物象及以未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
象難”

“每作品有主題難”難在其作品的意圖與表達相對地多出了“每有”的、於每創作時
的對其每作品主題的“每有”借用或始創地特定地命意；對表達其每作品主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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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材的“每有”選擇與提煉加工及其與立意及題材一致的題識漢字的“每有”凝練與
推敲；還有其每作品漢字題識的“每有”搆圖與書寫等等。也就是說先不論作品主題
思想的境界是否是以難易度而認同高下，而僅以命意時的“消耗腦力的多少”也可以
相對地說是“每作品無主題易，有主題難”。

國畫可以說傳遞的是“包括‘作者個性心的傾向性內涵’的人格信息，及，表達其人
格的‘運用中國傳統特色存形技巧的作者個性筆的再現能力’的技能信息在內的‘作
者個性道’”的視覺可認知性“意技綜合信息”。因為基於宋後的國畫觀念而言，可
以說存形技巧是為表達作品主題而服務的手段，所以，若把“無表達每作品主題內容
的漢字題識”的“有技無意”地存留單獨的物象形象的國畫創作比作為“盲目放矢”
時，可以相對地說是“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難”。

國畫上退一步地於返祖至宋前的國畫而言時，“無再現每作品主題內容的漢字題識”
的國畫作品的主題可以說是等同於其作者的存形技巧意圖。關於“返祖宋前的國畫”
的每作品主題可以說是等同於共同的一個主題，即，其“返祖宋前的國畫”作者的個
性存形技巧意圖。雖然不同作者的存形技巧意圖的個性雖會各有差異，但於同一位作
者自身而言可以說其存形技巧意圖的個性於一定時期內可以說是基本穩定的一種，也
就是說，其同一作者在此期間即使創作了千幅題材都各自不同的國畫作品，但其千幅
作品的主題也只是相同的一個主題。中國的先賢曆來可以說是以存留再現形象的可認
識結搆形似性為國畫原則地、將國畫的存形技巧意圖分為“風，神，骨，氣，韻，
思，景，理，趣，性，情，美，筆，墨”等等其一或同時兼備其几個的不同方面的追
求；同時，也對國畫作品存形技巧意圖表達境界的認同原則可以說是以“氣韻生動”
的到與未到為准則地分為“逸，神，妙，能，不入品”等不同的境界。由此可以說即
使作品主題僅僅是等同於國畫存形技巧意圖的命意，也同樣是“盲目放矢易，有的放
矢難”。

具體而言，例如，現今常見某某作者自己或某某評論家以大講其作者的“返祖宋前的
國畫”作品形象的“美”、“絕美”、“美極”等等的“美”來說其作者的“國畫藝
術水平”高於“不同題材形象的‘丑’的作品的他人的國畫藝術水平 ”的“國畫藝術
故事”。於其“返祖宋前的國畫”的作品主題即是其存形技巧意圖的某某作者的唯視
覺直接感受美的追求而言，“美”作為其某某作者的存形技巧意圖當然沒有任何問
題。但是，首先，因為如同優美的自然景色的大自然美景、美麗女子的美女等不是藝
術一樣，美的并不都是藝術，美并不一定就是藝術；同時，如同丑角形象的丑也是藝
術一樣，藝術并不都是美。所以可以說其某某作者及某某評論家對於美與藝術水平的
關係還稱不上是已經具有了清晰的認識。再者，基於其某某作者的唯視覺直接感受美
的追求，其作品的題材本身也只能是具備了視覺直接感受美的“唯美題材”，也就是
說即使其某某作者的追求唯視覺直接感受美的藝術水平是如何地再高，其某某作者也
不會將歪瓜裂棗作為自己作品的題材對象，由此可以說，其某某作者及某某評論家對
於藝術創作的空間可以有多大也是還稱不上是已經具有了清晰的認識。另外，如同與
“環肥燕瘦”、“清妙丰艷”、“吳帶當風曹衣出水”、“黃家富貴徐熙野逸”、
“鐵線蘭葉”、“樹梢掛蛇石壓蛤蟆”、“畫沙印泥釵股屋漏”等的追求的着眼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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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一樣的道理，其某某作者及某某評論家大講的對國畫的“以屬性不同的相對美而斷
言其藝術境界高”的“故事”，可以說就如同對歪瓜裂棗的“以好看取甜”、對子羽
的“以貌取人”一樣是“盲目地在講國畫藝術的故事”。因此，可以說即使作品主題
是僅僅以存形技巧意圖的立意而言，相對於作者自己的認識不清、目的不明的盲目，
也可以說是“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難”。

再進一步於認識上於現今日益見聞漸多的“美”的屬性內涵而言，有說美是通過知覺
而對某對象直接感受到的、脫離個性與主觀的、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觀性愉悅感的源
頭的其某對象，例如大自然的景色；同時，又有說是也有間接感受到的，例如精神
美，等等。也就是說迄今，只能說基於個性及時代的不同，對“美”的屬性內涵的每
個人的個性認識及一般統一的社會共通性認識都會基於着眼點的不同而各有差異。

因此，雖然中國的先賢對中國書畫早就有了“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的意
見，但若是基於“美”的屬性內涵不是着眼於外表、外貌的“優美、美麗”，而是指
於國畫存形技巧基本功的某方面的達成與未達為原則地對比其技巧境界或藝術水平
時，也就是說，以其“到等同於美，與，未到等同於丑”的“美與丑”為原則的對比
品論，例如，於國畫存形技巧表達境界或藝術水平上的，甲的“只肯定自然的結搆形
似而否定人工刻意的結搆違和”的“惟自然協調形似‘美與丑，即，到與未到’”；
乙的兼備的“既肯定自然的結搆形似且同時肯定人工修飾”的“既自然協調且打扮裝
飾‘美與丑，即，到與未到’”；丙的“否定自然而只肯定人工變形的或圖案，或畸
形，或非人類認得形”的“或惟圖案‘美與丑，即，到與未到’，或惟畸形‘美與
丑，即，到與未到’，或惟非人類認得形‘美與丑，即，到與未到’”；丁的“只肯
定中國傳統特色存形技巧的筆墨而否定新觀念存形技巧”的“惟筆墨‘美與丑，即，
到與未到’”；戊的“否定筆墨而只肯定新觀念存形技巧”的“惟新觀念存形技巧
‘美與丑，即，到與未到’”；己的“只肯定中國傳統特色形式的文學藝術與造型藝
術融合一體”的“惟詩書畫印文學性平面視覺造型藝術（文學性平面美術）‘美與
丑，即，到與未到’”；庚的“否定文學藝術而只肯定造型藝術”的“惟平面視覺造
型藝術（平面美術）‘美與丑，即，到與未到’”；辛的“只肯定對形象的直接感受
而否認對形象的間接感受”的“惟形象‘美與丑，即，到與未到’”；壬的“只肯定
對形象的間接感受而否認對形象的直接感受”的“惟精神‘美與丑，即，到與未
到’”；癸的“既肯定對形象的直接感受的同時且肯定對形象的間接感受”的“既形
象且精神‘美與丑，即，到與未到’”；子的兼備的“否定片面而肯定全面的既主
題，且題材，且筆墨，且形象的外在形態，且形象的內在精神，且‘色秩序’搆圖”
的“全面的‘既主題且題材且筆墨且形象的外在形態且形象的內在精神且‘色秩序’
搆圖’‘美與丑，即，到與未到’”等等的，明確了例如甲至子等屬性內涵的、基於
同一平台內的“美與丑，即，到與未到”的技巧境界或藝術水平的對比評價當然也是
可行的一種“有的放矢”的比較鑒別。

國畫的存形是有視覺形象，而國畫的立意對象則既可以是有視覺物象也可以是無視覺
物象，因此其創作時基於不同物象對象的立意時的存形難度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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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以食為天”的同一題材的“‘吃’的存形”的作品為例，當作品立意的題識是
“吃”時，可以說其作品立意是意圖具體表現“吃”的具體動作內容，因而其作品存
形技巧也是為了一致表達立意意圖而在存形技巧上意圖存留日常生活中實際存在的有
視覺物象的“吃”，即，直接再現有視覺的實在物象形象，也就是“有視覺物象的立
意”且是“已畫立意”；而當作品立意的題識換為“耕耘歸來口口香”時，其作品立
意就轉換為是意圖贊美勤勞耕耘的充實、憧憬收獲幸福，但其作品存形技巧卻不是意
圖以同時存留實際存在的有視覺物象的“揮鋤流汗耕地，彎腰低頭除草”來表達其立
意意圖，而是以同一“‘吃’的存形”的“口口香”的充實、幸福感的形象來表達其
作品立意意圖，即“未畫立意”，也就是其作品存形技巧是在存留無視覺物象的
“香”，因此只能以比泛泛的“‘吃’的有視覺物象”而更加精准的“‘吃’的有視
覺形象”來間接地視覺性表現“無視覺物象”的、甚至是有別於酸甜咸苦鮮基本五味
覺以外的心理活動的“充實、幸福”的“香”。顯而易見，後者的基於其作品立意的
其表達存形技巧上的難度很明顯遠遠高於前者單純的“吃”，自然而然地觀者對同一
題材“‘吃’的存形”的作品共鳴程度也會因其立意及存形技巧的不同各自不同。因
此，可以相對地說，“以有視覺物象及以已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易，以無視覺物
象及以未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難”。

總之，當作者自己都不明確其認識及目的時，只能說其作者對其自己作品的意圖表達
境界的認同及合格判定也是“盲目的認同及合格判定”。因此，基於不知道的認識不
清、不特定的目的不明等盲目的相對容易，可以說於命意的意圖表達而言是“每作品
無主題易，有主題難”、“盲目放矢易，有的放矢難”、“以有視覺物象及以已畫立
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易，以無視覺物象及以未畫立意時存形有視覺形象難”。等等。

題識漢字內容的“看圖識字等號易，意蘊揭紗點睛難”

國畫內容上的“詩畫同體”可以說是國畫作品的表達主題的漢字與物象形象的圖的內
容一致性，其二者內容一致的意圖表達可分為以“漢字等於圖”為着眼點的“看圖識
字型”與“漢字等於圖的意蘊”為着眼點的“意蘊揭紗型”兩種類型。

例如，對於國畫作品的物象形象的一朵花蕾開放的牡丹花，當其作品題識的漢字內容
為“牡丹開花圖”時，可以說是屬於“看圖識字型”的意圖表達；而當漢字內容為
“富貴榮華”時，因為牡丹花亦名富貴花，榮華亦意開花，開花亦意笑容、高興，所
以“富貴榮華”的題識雖然於字義上也是同時等同於“牡丹開花圖”的題識，但其
“富貴榮華”本身所特定比喻的“興盛”含義則是更進一步地更加明確了其國畫作品
的主題是“興盛、愉悅”而不僅僅是等同於其國畫作品畫面物象形象的“牡丹開
花”。

另外，若將國畫作品比作是由大面積的主體的漢字和小面積的附屬的插圖而搆成的一
個其作者人生片段的故事時，國畫畫面面積上的“詩畫同體”則可以說是以將附屬的
插圖變為主體面積的圖為原則地將大量的文字減縮、概括出其中心思想後裝進插圖的
有限空白平面里，其難難在需要對大量文字的故事內容的於文字上的凝練與推敲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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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點睛。

因此，就表達國畫作品中心思想的題識漢字文而言，當然也是“借用易，始創難”，
而於始創上的等於、凝練、推敲、點睛而言，可以相對地說是“看圖識字等號易，意
蘊揭紗點睛難”。等等。

題材對象的“已畫易，未畫難”、“靜態易，動態難”、“有固有形易，無固有形
難”、“有視覺形易，無視覺形難”

相對於“筆墨色”題材的已畫存形，“留白色”題材的未畫存形難，例如，留白色的
雪，雪花等；相對於山石樹木等的靜態題材的存形，人物、飛禽走獸等的動態題材存
形難；相對於人物、飛禽走獸等的有固有形題材的存形，水、火等的無固有形題材存
形難；相對於水、火等的有視覺形題材的存形，冷、熱、風、聲、香、甜等無視覺形
題材存形難。等等。

色秩序（活氣秩序）搆圖的“長方留白易，正方留白難”、“沒骨法的濃麗生態易，
骨法的氣韻生動難”、“未自然融合的‘色零部件（活氣零部件）’的‘氣韻生動’
易”，“人工融合了漢字及物象的結搆及精神色秩序（形象結搆及精神活氣秩序）、 
筆者存形時的身心狀態色秩序（筆者存形時狀態活氣秩序）、推動自然規律發展變化
的本質色秩序（萬物本質活氣秩序）為一體的‘整體自然化育勢能色秩序（整體活炁
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韻生動’難”

二維的載體平面是有限的固定空間，決定可用空間大小的不是絕對性的面積大小而是
邊長的相對比，相對比越接近越近正方則可利用空間越小，而相對比越分離越長方則
可利用空間越大。於中國畫大寫意創作而言，首先需要有沖破光自然反映物象色束縛
的魄力，進而在平面搆圖上進行個性化最大拉大及最大協調“已畫”與“未畫”的分
合、盈缺、奇正、疏密、虛實等等“活氣”關係以達到最理想的整體和合始自然的
“活炁秩序”的化育效果。因此可以說相對於長方形宣紙的留白搆圖，正方形宣紙的
留白搆圖難。

另外，相對於沒骨法用筆存形的作者存形時的身心狀態的模糊不清，可以說是沒
骨法用筆的濃麗生態存形易，骨法用筆的氣韻生動存形難。
總體而言，相對於色秩序（活氣秩序）零部件的“氣韻生動”搆圖，整體自然化育勢
能色秩序（整體活炁秩序）的孕育生命力的“炁韻生動”搆圖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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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雞圖》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湟魚洄游圖》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勁喙啄強爪開疆
健行大吉天地闊

借用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遡流而上爭上游

3-5 藝術及其價值——金錢價值；固有要素及其綜合生命力價值

藝術是文化交流的一種社會活動，對其活動的結果評價雖然可以說是基於個人、社
會、時代等的價值觀的不同而各異，但也可基於市場反映與藝術反映而可以分為既可
能會有一定的關聯但又不是絕對性一致關係的金錢價值與固有要素及其綜合生命力價
值的兩個方面。

市場反映的金錢價值雖然可以說是最終決定於其作者的自我報價與不同買者的不同出
價間的協商統一，但也可以以基於同時代的各國社會各自的統一一般性的、以基於其
作者於其國社會當朝的學院、機搆、機關、社會團體、經濟組織等被定位出的地位，
也就是以認同其社會統一的正統性程度為中心的金錢價值定位，即，正統性價格等同
於其作者的正統性地位；還有，以認同其游離於統一正統性之外的自由個性程度為中
心的金錢價值定位，即，個性價格等同於其作者的個性及其背景故事的被買家認同，
而可以分為基於正統性或個性的兩種着眼點不同的金錢價值定位方式。正統與個性也
可以說是傳統與創新的關係，雖然極端的傳統可以說是只肯定於既成統一標准的基本
功的達標程度及稀有性而否定自由游離的守舊；而極端的創新也可以說是只肯定新奇
的稀有性而否定既成的社會統一標准，但同時也不能否認傳統也是藝術根腳的基礎而
創新也是藝術發展的動力。

藝術可以說是由多個要素而搆成的社會交流活動，其活動的結果如何自然也會受到其
各種搆成要素的相對影響。以同一幅國畫作品為例具體而言，未托的單片，上完褙子
的鏡片，裝裱完的掛軸或鏡框；徒工的裝裱，老師傅的裝裱；無標簽地擺在街頭，附
背景故事標簽地掛在美術館里；在地攤兒上賣，在超市里賣，在書畫店里賣，在拍賣
行里賣，在網絡上賣，等等；另外，以不同國畫作品為例而言時，有肩牌作者的作
品，無肩牌作者的作品；事先有媒體報道宣傳的展覽，事先無媒體報道宣傳的展覽；
等等，不同的要素對同一幅以及不同國畫作品的藝術活動結果評價的影響亦可謂是不
能忽視。對藝術的活動結果的價值定位可以說也是以“有比較才能有鑒別”為原則地
對藝術活動的同一個，或同几個，或全部的整體搆成要素進行對比的結果。以平面美
術作品為例，其藝術活動的搆成要素可以分為平面美術作品畫面固有存形要素及其以
外的活動要素兩大搆成部分；另外，因為即使是同一作者的作品也不能否認其客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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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及其價值：
正統性價格等同於其作者的正統性地位； 個性價格等同於其作者的個性及其背景故事的被買家認同。

書畫作品的裝裱形式、銷售及展覽場所、媒體宣傳及報道內容等藝術的活動要素可以說是具有可變性；
書畫作品的畫面固有存形要素的藝術的固有要素可以說是具有不變性， 

基於藝術的固有要素的對其生命力的對比評價可以說是排除了可變性活動要素的基於不變性要素的基本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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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圖》、《湟魚洄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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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各作品間差異，所以，基於平面美術每作品畫面固有存形要素的生命力的比較鑒
別可以說也是曆來的中國書畫品論所用的最基本的每平面美術作品藝術價值的評價方
法。人類視覺可認知的平面美術作品的畫面固有存形要素的基本是意圖及表達意圖的
技巧兩部分，而以什么着眼點地進一步細分其基本存形固有要素及以什么樣的同一正
統及個性的標准去比較鑒別可以說是決定其生命力價值評價結果的關鍵。

以國畫為例而言，國畫是中國傳統的繪畫，無論是對其作品固有存形要素的細分還是
比較鑒別時所依據的標准都離不開中國傳統特色基本功這一大前提的“到與未到”。
具體而言，需要視覺性比較鑒別的國畫作品畫面固有存形要素首先是其主題的境界，
即，其作品是“返祖宋前的惟技巧國畫”還是有明確表達每作品中心思想的畫面固有
漢字題識的“宋後的意技兼備國畫”；其中心思想是惟個性的表現還是兼備於中國社
會共通的有益；其題識是驢唇不對馬嘴的生搬硬套性題識還是畫龍點睛的一致性題
識；是“看圖識字型”題識還是“揭紗點睛型”題識；是借用中國曆史上的經典文內
容的題識還是個性始創文的題識；等等，其次是其畫面固有存形技巧的境界，即，其
畫面固有用筆是沒有統一標准的無法比較鑒別還是有基於中國傳統特色存形技巧基本
功的原則標准而可以比較鑒別其的到與未到；是重復用筆描染“凍水”的“堆疊色”
的“沒骨法的濃麗生態”還是“一筆到底寫活水”的“活筆鋒形活氣墨色”的“骨法
的氣韻生動”；是臨摹照搬曆史上的經典用筆還是具有以中國傳統用筆基本功為根腳
的個性用筆風格，等等；其畫面固有形象是異國社會的題材還是中國社會的題材；是
動態形象還是靜態形象；是有固有形的形象還是無固有形的形象；是惟形或惟精神形
象還是形神兼備形象；是照搬視網膜自然映像的形象還是經過了選擇、提煉、加工的
形象；是刻意變形乃至任意虛造的個性形象還是自然合理且結搆精准的以共通為基礎
的個性形象，等等；其畫面固有“色秩序”搆圖是光的自然反映物象色秩序搆圖還是
中國特色的“活氣墨色與留白色的對比”的認識色秩序搆圖；是局部各自獨立的“氣
韻生動”“活氣秩序”搆圖還是整體自然一體有機化育地孕育着生命力的“炁韻生
動”“活炁秩序”搆圖，等等。可以說基於客觀性不變的國畫作品畫面固有存形要素
的、由片面而至全面的綜合生命力的分析、對比、評價不僅僅是中國曆來的書畫品格
定位方法，同時可以說也是作者用來判定其作品是否合格的最基本手段。

總之，藝術的活動要素可以說是具有可變性，而藝術的固有要素可以說是具有不變
性，因此，基於藝術的固有要素的對其生命力的綜合對比評價可以說是排除了可變性
活動要素的基於不變性要素的基本評價。另外，對藝術價值的定位總歸是基於人的認
識，無論其原則是基於或既成統一認識內的基本功的到位；或統一認識外的新奇；或
一般共通性；或特殊稀少性；或作者的名聲地位；或商品性；或使用性；或流行性；
或喜好性；或技術性；或政治性；或科學性；或文化性；或社會性等等着眼點地如何
地認識及認識的相對正確與否，需要自覺的是其認識的結果終究都是要由其人自己及
其社會自己來自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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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宏村月沼圖》

假設無主題齊紅拙筆例
《茶葉圖》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摘天半月村中落
粉牆黛瓦應炊聲

始創型題識齊紅拙筆例
一葉濟水火
悅志潤壽長

3-6 中國大寫意藝術的展望——中國特色的大寫意“風神骨氣”的時代氣息將更加亮
眼

“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唐張懷瓘〈書議〉，張彥遠，《法書要錄》卷
四，唐）。

總而言之，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大”可以說是“‘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寫”可以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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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可以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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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寫意書畫印的“色秩序”搆圖可以說是存形
再現中國特色“陰陽和合及‘氣炁合一’自然化育秩序”的“炁韻生動”生命力。於
此必須要強調的是，中國大寫意書畫印藝術的意圖表達是以中國傳統特色文化的交流
為首要前提的一種社會活動，其作品畫面固有存形要素中的作者個性必須是以中國傳
統特色的基本功為根腳的“‘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中國書畫印可以說是曆史悠久且高度發展的中國傳統特色文學性視覺造型藝術。傳統
之所以被稱為傳統，是因為其穩定性要素的基本功是已經固定化了的，是明確了從曆
史上延續下來的既成統一原則範疇的基本功。如同中國戲曲、中國相聲、中國民歌等
的愛好者一聽聲兒就知道其發聲者的基本功是否到位一樣，中國書畫印同樣也是基於
其作品畫面固有存形要素的於中國傳統特色基本功上的火候到位味道而方可稱之為中
國畫，中國書法，中國篆刻。

於中國大寫意書畫印的創作而言，言其之難難在不僅要反復博覽中國的先賢及國內外
大家之作及品論地不斷了解、領悟、認識地丰富知識，且同時也要無盡頭地反復研
究、實踐、總結、滋養中國傳統特色存形技巧的基本功；而言其之易易在不外乎是於
其固有存形要素的中國傳統特色基本功的注入作者個性的現今的時代氣息。

如何解釋書畫印藝術的中國傳統特色基本功？簡而言之以中國的先賢概括出的“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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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意中國書畫印作品畫面固有存形要素的藝術的固有要素的中國傳統特色基本功：
“風神骨氣” 的火候

風者，作者之人格及技巧個性也； 
神者，作品之主題·形象之精神·筆者存形時之身心狀態也； 

骨者，形象之結搆·用筆之骨法也； 
氣者，活筆鋒形活氣墨色之炁韻生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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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畫；臆造畫, 文人畫, 水墨畫, 中國傳統繪畫)、大寫意中國篆刻

《宏村月沼圖》、《茶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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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氣”的火候而可解之。風者，作者之人格及技巧個性也；神者，作品之主題·形象之
精神·筆者存形時之身心狀態也；骨者，形象之結搆·用笔之骨法也；氣者，活笔锋形活
氣墨色之炁韵生动也。

中國大寫意書畫印作品的交流對象可以說是全民在內的包括了中國人，外國人，專業
者，愛好者，孩童，學生，成人，將來愛好者等等文化基礎各自不同的各類人群，其
作品傳遞的是“風神骨氣”的中國特色信息。於現今網絡高度發達的時代，人們於日
常家中坐中可以隨時自由地通過網絡平台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中國特色的傳統藝術的機
會也越來越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寫意“風神骨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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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元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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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紅LINE：齊紅微信：qihong22齊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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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水”、“中國味道”、“人在書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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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大寫意創作的“‘大’指紋性作者人象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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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qmg.ath.cx/zh-tw.html
http://qmg.ath.cx/the-traditional-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rt-by-sai-koh-qi-hong-tc.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tc-4.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tc-5.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tc-5.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tc-5.pdf
http://qmg.ath.cx/the-freehand-brushwork-chinese-painting-and-calligraphy-and-seal-engraving-by-sai-koh-qi-hong-tc-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