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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水墨画的演变及其影响 
The evolution of Wu Guanzhong’S ink painting and its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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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当代杰出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吴冠中近30年来致力于解 

决水墨画中遇到的难题：如何用现代构成原理对笔墨方式进行重构。从对 

油画的直接移植，到以风景为主注重发挥水墨特性，再到抽象表现，他创造 

了一种中国水墨画的新的表现方法，开辟出一条既有西方形式规律又有东 

方意境韵味的中国水墨画艺术之路。他的艺术思想与艺术实践在同时代 

中国画家中独树一帜，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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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1919-_2010)是当代中国杰出的 

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他高举“美的创造”大旗， 

不懈探索，力求创新。他的艺术观念和绘画创作 

适应了历史发展与时代需要，推动了中国现代绘 

画观念的演变和发展。201 0年 1 0月 25日，笔 

者在浙江美术馆中细细品读了“东西贯中——吴 

冠中艺术回顾大展”的全部作品。这是吴冠中艺 

术作品历史上规模最大、作品面貌最全的一次展 

览。这次展 出的作品时 间跨度从 1 954年至 

2010年，历时半个多世纪。本文拟对这期间吴 

冠中水墨画的演变及其影响进行一些探索。 

一

、吴冠中水墨画风格的形成—_lI  

1974年，55岁的吴冠中开始了水墨画的创 

作。吴先生从一开始画水墨画就出手不凡，大胆 

改革传统水墨画的艺术图式。他画的水墨画可 

以说是对油画的直接移植。吴冠中在当时的油 

画创作中已经充分运用西方绘画形式美的理论 

与方法，并将中国的意境、意象、写意等艺术美学 

元素融入油画中，在油画写生中创造了“写生移 

位法”。他将油画创作的方法直接运用到水墨画 

的创作中。1975年吴冠中水墨画在日本展出并 

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更坚定了他对水墨画创作之 

路的探索。艺术理论家高美庆指出：吴冠中的水 

墨画是他“民族化的油画风格在宣纸的移植，因 

此保留了较多的西方绘画的色彩与形式规律，然 

而意象的凝练及墨韵的变化，却倾注了中国人的 

审美情趣”。。 。 

二、吴冠中水墨画的演变 

1．1974—1980年的水墨画 

1974年吴冠中开始创作水墨画。他这一时 

期的水墨画可以说是对油画的直接移植。吴先 

生的水墨画既有中国水墨画特有的韵味，还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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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彩画、水粉画技法，整个画面显现出各种形 

状的线条，不同动感的彩线、灰线或墨线相互穿 

插交错，构成了多层次的叠加，造成了一种乱中 

不乱、如同油画一样的厚重感。滴洒或散落在画 

中的彩墨起到了丰富画面的作用，使整个画面具 

有透明、清新、水润的艺术效果。 

这一时期，吴冠中从油画转向水墨画的创 

作，要在远离传统笔墨、传统图式的前提下追求 

中国文化精神。他运用东方的韵律和西方的形、 

色来表现诗情画意，画中造型概括、简洁。就像 

吴冠中在《心灵独白》中所说的：“我有一句屡遭 

批判而不改的宣言：造型艺术不讲形式，那是不 

务正业。形式美的基本因素包含着形、色与韵， 

我用东方的韵来吞西方的形与色，蛇吞象，有时 

候感到吞不下去，便使用水墨媒体。这就是我 

7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做水墨画的缘由。一把剪 

刀的两面锋刃，试裁新装，油画民族化与中国画 

的现代化，在我看来是同一实体的左右面貌。”l2 J 

从画面整体看，吴冠中先生这个时期的水墨画很 

难完全摆脱油画创作的痕迹。用批评家陶咏白 

的话来说，这些画不光是色重于墨，还囿于写生 

或写实的框架中，故始终难以发挥水墨画的特有 

性能。如1978年的《湘西渡口》、1979年的《乐 

山大佛》(见图1)等作品。 

2．198O一1990年的水墨画 

1980年以后，吴冠中的水墨画作品开始注 

重发挥水墨特性，色彩和写实造型变得相对次 

要。这一时期的水墨画主要以风景为主，偶尔也 

有乌、兽、花、草之作。选择的对象主要是能入画 

的有形式构成特征的，画起来可以自由发挥： 

画特性的，有点、线、面的，有疏密和力度的，： 

律和节奏的景物。山岳、草木、树叉、岩石、J 

这些景物最能引发吴冠中先生的画兴。他： 

些景物的处理与对传统水墨画的处理不同。 

统水墨画家心中的山岳富有伦理意味，吴冠I 

中的山岳则蕴含着无穷生命韵律，这种韵律 

山岳所固有的，而是通过黑白灰来表现的，i 

不是再现自然客观形态，而是表现生命活力： 

的痕迹。面对自然风景时，他撇开其一般 

将它们看成纯粹的色、形、节奏等抽象元素，： 

重新组合，以适合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加以惹 

重构了具体的自然风景。如《武夷山村图> 

图2)，素白的宣纸上画着不同形状、深浅不· 

墨块，细长流畅的线条组成了《武夷山村图>． 

图1 乐山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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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山、JIl、树木时，他注重将对象的结构关系 

转换成以线为主、层次丰富的笔墨结构，如《春风 

桃柳》《青城山》等作品；画花、草则主要运用以 

点为主的艺术手法，如《海棠》《苗圃》等作品。 

画江南水乡时，他将对象的白墙、黑瓦与门窗的 

构成元素抽取出来，并以黑白灰组成的笔墨块面 

来加以表现。 

3．1990—1996年的水墨画 

这一时段是吴冠中先生水墨画创作的巅峰 

时期。1990年以来，他画了一批表现枝藤、柳 

线、纤草之类的较抽象的水墨画，把中国传统水 

墨画推向了新的高度，如《小乌天堂》(见图3)及 

《墙上秋色》《春潮》等作品。这些画以彩线、墨 

线为主，把水墨画的流畅、洒脱、奔放等特点发挥 

得淋漓尽致。点、线在画中显得时急时缓、时虚 

时实，纵横交错，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图形样式。 

这一时期吴冠中提出的“笔墨等于零”的观 

点震撼了中国美术界。他认为，脱离具体画面的 

孤立笔墨，其价值等于零。“笔墨本来是手段，但 

中国绘画界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用笔墨来 

衡量一切，笔墨成 了品评一幅画好坏的唯一标 

准，这就说不过去。”“因为每个时代、每个时期笔 

墨标准不一样，怎么衡量，比如唐宋的笔墨就不 

同，到底哪个比哪个好呢?不好说。所以我说笔 

墨要跟时代走，时代的内涵变了，笔墨就跟着变 

化，要根据不同情况，创作出新的笔墨，还有其 

他新的手段，为我服务”。L4j 

在创作中，吴先生突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法 

则。按艺术史家李铸晋的说法，吴冠中通过创作 

发现了“在传统的水墨画上，可以同样地发挥他 

对山水的感情与发现，而在水墨画中，他更可以 

把‘油画民族化 ’的宗旨彻底地实现。这就成为 

他的新路：用水墨的工具，画祖国的山水；用西方 

的形式，来追求新的意境”_b J。 

吴冠中突破 了传统水墨画的价值取向及艺 

术趣味，创造出全新的笔墨表现体系。他借用西 

方的构成原理，根据不同的题材、感受，寻找相应 

的笔墨方式。他用流畅的笔触、线条表现景物， 

画面已远离“书画同源”的传统，用笔细如游丝， 

无拘无束：画中的面是使用排笔画出来的，显得 

大气而厚重，画中的点则显得更加自由奔放。在 

用墨上，他创造出独特的手法，使用湿墨或焦墨 

使作品更加具有生命力。这所有的“技巧”都必 

须服从画面的需要，并无具体程式。 

4．1997-2010年的水墨画 

1997--2005年是吴冠中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期。这一时期他的水墨画作品改变了过去强调 

唯美的表现形式，更注重意境的营造和表达，追 

求对人生感悟的作品开始多起来，画面主观性更 

强，艺术效果更加纯粹。如在作品《梧桐之秋》 

(见图4)中他用枯黄的梧桐叶暗喻人到中年后 

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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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梧桐之秋 

2005年以后，吴冠中年事太高不便外出写 

生作画，他依然在画室内凭借以往的速写或记忆 

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在这一阶段，他 

还创作了一批以书法为素材的水墨画作品(见图 

5)。他强调创新，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揣摩汉字的 

构架与韵律，探索文字内涵与字体样式间的情 

脉，创作出让人看得懂的汉字艺术水墨画。他常 

将字作为一个整体素材加以处理，注重画面的构 

成与意境的表达，给人以特别的美感。冯远先生 

说：“如同诸多世界艺术大师的晚年作品一样，吴 

冠中书与画中所凝聚的，不啻是人生的总结，这 

批作品当是吴冠中先生今后艺术创作中的又一 

界碑。”[。 

三、吴冠中对中国水墨画的贡献———■ 

吴冠中的水墨画是他从“；rh画民族化”的艺 

术实践中转换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 

间的区别越来越大。30多年来吴先生努力解决 

水墨画中遇到的难题——如何用现代构成原理 

对笔墨方式进行重构，用中国特有的笔墨精神来 

阐释西方的形式美。吴先生以这样的思维方式 

创作出一大批既有东方美学风格又有国际艺术 

特点的现代水墨画，以这样一种方式创造出全新 

图5 紫禁城 

的、属于自己的笔墨表现体系，走出了一条不受 

传统程式约束而又融汇中西的笔墨之路。 

吴先生对中国水墨画的现代化进行了长期 

艰难曲折的探索，他坚持 自己的艺术信念，并勤 

于实践，不断创新。他独特的人格精神、强烈的 

时代意识和民族自信心给予后来的艺术实践者 

极大的鼓舞。他越过传统笔墨、传统图式去追求 

由中国文化精神自然生发的情感世界。他不认 

为离开前人的技法经验会妨碍中国艺术传统的 

延续。他的水墨画作品虽然在技巧、章法上远离 

传统绘画形式，但在艺术精神上与历代水墨画大 

师是灵犀相通的。他创造了新的水墨画节奏，拓 

展了现代审美趣味。这种新节奏的核心是表现 

生命的运动。就像水中天所说：“吴冠中的意义 

正在于传统水墨画发展到使人们无所适从的时 

候，他以自己的探索展示了一个新的可能——离 

开古代大师的具体形式和技法，也有可能创作出 

十足中国风味 的水墨画作 品” 。吴冠中于 

1 992年提出的“形式决定内容”、“绘画的形式 

美”、“生活与艺术要如风筝不断线”、“抽象美”、 

“中国画现代化”等观点，对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具 

有深远的影Ⅱ向。 

2O世纪以来，中国传统艺术受到西方艺术 

的冲击，林凤眠开创了“中西结合”的发展之路， 

吴冠中在中西艺术融合的实践中做出了巨大贡 

献，他吸收传统艺术精神和审美理想，将东方传 

(下转第65页) 

■墨徭登圃I 
36 



艺 ·术 ·设 ·计 ·与 ·文 ·化 
ART HORIZON Sum N0 18 

许宏治，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美]保罗 ·富赛尔．品味制服[M]．王建华，译．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5：1 9． 

[美]安妮 ·霍兰德．性别与服饰[M]．魏如明，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李当歧 西洋服装史[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毽 。、995 i84．85 

李当歧．西服文化[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2：26"29。 

刘瑞璞．礼服：男装语言与国际惯例[M]．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 

[法]德尼兹 ·加亚尔．欧洲史[M]．蔡鸿滨，桂 

裕芳，译。海日：海南出版社，2Oo2：9，309． 

王宇清。国服史学钩沉[M]．台北：辅仁大学出 

版杜，2000：353．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M]．杭州：杭州 

大学出版社，1996：269． 

[10][美]爱德华 ·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M]．李琨，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屯,2003 0， 

[11]E-铭铭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7． 

[12]覃光广．文化学词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也靛氆,1988：663． 

[13]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北京：北 

_ 京大学出版社，2005． 

[14][英]乔安妮 ·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 

[M]_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29—130． 

[作者简介]张健(1967一)，女，陕西省乾县人，陕西 

服装工程学院助教，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服饰文化、 

淑装 场巷镛。 

(上接第36页) 

统美学的韵味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规律融于 

作品，创作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水墨画。吴冠中先 

生是中国当代美术界成就卓著、具有重要影响的 

艺术大师，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他对中国 

水墨画现代化的探索及取得的辉煌成就，铸就了 

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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