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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中「沒骨法」的現代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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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畫發展到今天已不僅僅是在學習中國畫傳統的筆墨形式，而在吸收其他

的藝術營養，與時代觀念相結合的藝術表現。本文從中國畫傳統與現代的比較入

手，通過視覺圖式的分析，闡明傳統與現代中國畫在「用水」中的不同；以及通

過作品比較，分析現代肌理製作的類型和其在沒骨畫中所産生的意義。筆者從實

踐經驗中，通過對「用水」技法的運用，製作肌理，並把肌理運用到不同材質載

體中，使它呈現出不同的藝術效果，嘗試把「撞水撞粉」的有筆限、「潑墨潑彩」

的無筆限兩者進行融合，開啓了對傳統筆墨方式以外的繪畫語言的想象空間。用

自然生成的理念糅合技巧展示了除毛筆之外的工具也能把屬於中國畫範疇的「撞

水撞粉」、「潑墨潑彩」進行創作，擴大了以非筆限的手段製作現代中國畫，加

深了對現代中國畫創作現代樣式的認識和體驗。  

 

    時代在發展，繪畫表現形式多種多樣，為了表現自我的藝術語言，筆者困於

在工筆與寫意之間徘徊，一直在尋找一種工意結合的多種元素融合的繪畫表現形

式，積極尋找一種符合內心表達的繪畫語言，反映時代美與自我追求的藝術美相

結合，創作具有時代特徵和個性符號的藝術語言。 

  

 

【關鍵詞】沒骨法、用水、肌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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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試以中國畫中沒骨畫為研究重點，通過水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沒骨畫裏

的語言表現和模式運用，考察歷代沒骨畫家繪制和實踐用水的心得。這些年來，

通過臨摹、研習惲壽平、二居（居巢、居廉）的作品，在寫生、構圖、筆墨、色

彩等課程中錘煉中國畫的基本功，並把歷代技法與當代理念融為一體。進而試圖

探究風格演變中沒骨畫特殊的技法特徵，對沒骨特殊的技法風格進行實踐研究。

為了打破傳統中國繪畫單一、定向的思維模式，尋找多元的、適合自己的繪畫語

言。採用各種的形式、手法、技巧、肌理來進行中國畫的實踐製作，融匯西方繪

畫某些成分在實踐經驗中，通過對「用水」技法的運用、肌理製作，並把肌理運

用到不同材質載體中，使「水」呈現出不同的藝術效果，做探索性的經驗總結。 

 

    中國畫藝術裏「墨」相對於「水」是一種「顯」，「水」相當於「墨」是一

種「隱」而已，其用「筆」用「水」是中國畫的審美方式和藝術精髓，構建中國

畫藝術的內核所在。因為在古時候墨是作成墨錠，只有用水才使其溶化成墨汁，

水的比例多少決定了墨的濃淡。筆者認為中國畫裏的 用「水」重要程度不底於

筆、墨、紙、硯的運用。「水」在傳統文化裏也不斷地被聖人演繹著種種思維的

啟示，老子云：「上善若水」，又如孔子所說：「智者樂水」。 

 

    「水」作為沒骨技法里一個不可替代的存在，在中國畫裏的運用“水”應該說

是人的目的使然，而最終達到的藝術效果，卻是「自然而然」，這正是水的「自

然生成」與「理性把控」的兩個特徵，才能揭示出墨、色、紙之間美學意義上的

魅力。隨著中國畫歷史的不斷演進，中國畫的發展包容性越來越大，在現代中國

畫中沒骨用水的更加具有新的可塑性，潑墨潑彩、撞水撞粉，以及用肌理彰顯自

然天成的藝術效果，把水的特性凝固在畫面上，成為現代中國畫裏一個不可或缺

的元素。 

 

二、「工」與「寫」結合的創作——理念 

筆者一直困於在工筆與寫意之間徘徊，不斷地在尋找一種工意結合的多種元

素融合的繪畫表現形式，不甘於表現單一的繪畫模式，積極尋找一種符合內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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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繪畫語言。反映時代美與自我追求的藝術美相結合，創作具有時代特徵和個

性符號的藝術語言。 

 

隨著中國畫的發展，「沒骨畫」這種不用墨線勾勒作畫，以不同的墨色或色

彩的濃淡乾濕來表現物體的形態和神態的手法，被現代畫家所運用，而且還不斷

的詮釋出新的繪畫語言觀念。 「沒骨畫」，經過清朝初期惲壽平的創造性發展，

以及清末任伯年、居巢、居廉等人的進一步完善，「沒骨畫」融合並吸收工筆、

寫意技法，在畫面糅合了肌理，「水」產生的特殊的肌理效果成為現代沒骨畫裏

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沒骨畫」行走於工、寫兩極之間，有著無限的後勁發揮。

在當前這個文化空前融合的時代裏，中國當代沒骨畫創作，隨著時代理念的開放，

中國畫的材料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樣，天然礦物色和水色顏，現代高溫結晶色，

水彩、丙烯等顏料都可運用到中國當代沒骨畫創作裏，草皮紙、金銀泊紙、水粉

紙、素描紙、板材等材料比傳統宣紙、絹豐富得多，因為不同的材料，吸水附色

的性質就會有所差別，產生肌理效果會有所不同。例如有的在粗絹運用、有的畫

家對中國畫及水彩畫顏料的掌握、有的在生宣上運用淡墨畫沒骨的方法、有的對

重彩、岩彩顏料及金銀泊的熟練使用等等，現代畫材為沒骨畫的發展提供現實的

土壤。這就意味著以多元形態突破一元形態的繪畫創作的新趨勢。現代沒骨畫正

是由於在工寫之間異中存同、同中存異、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

它具有更開放的空間。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豐富的生活經驗，面對

社會信息的快速傳播，新鮮事物的誕生和延展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快速得多，文

化也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因為生活的環境、思想觀念都與古代有著天壤之

別。現代沒骨畫在觀念上有開放性，技法上有包容性和材料上有多樣性，呈現出

具有時代意義的審美內涵。 

 

為了追求視覺效果，使肌理的運用得到合理化，還擴充出各種各樣的手法來

表現中國畫。在現代信息發達、藝術頻繁交流中，使畫者可以更加自由，把「用

水」這一技巧發揮到極致。因為現代沒骨畫既可以寄於工寫之間，又以開放的包

容性借鑒吸收其他藝術養分，所以說豐富的繪畫表現語言是現代沒骨畫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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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的中國畫已經不僅僅限於傳統的技法，民族文化的發展與繪畫創作的自

覺意識自然而然的得到進一步加強，站在歷史的角度縱觀世界，應該以開放的眼

光去吸取西方藝術的創作觀念。當代中國畫創作者在受到各種藝術思潮的影響下

所作出的一系列的繪畫探索和實驗就是時代的趨勢，時代需要繼承的同時也需要

創新，夏碩琦先生在「工寫融合創新風——裘緝木的藝術與成就」中說過：「如

若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造新內涵、新形式的花鳥畫，花鳥畫史就會中斷，

花鳥畫藝術的活力就會枯竭。歷史上也不乏固守前人成法不變，奉成法為圭臯、

為雷池者，那時畫史就會出現停滯、衰落。也因此，中國花鳥畫史曾出現過高峰，

也出現過低谷。」1（雖然這段話只指中國花鳥畫，但不乏於反映一個事實，就是

歷史的發展規律）以新鮮的現代感覺不斷地刷新程式化的中國畫給現代人帶來多

元的審美形式。綜合材料技法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不同種類的顏料結合使用、畫紙

不在拘泥於傳統的幾種而是嘗試新的品種的紙質、不同形狀和特性的筆也被用來

蘸墨勾線皴擦、肌理的製作等等。在新時代裏現代中國畫的作品中都能看到肌理

製作的痕跡， 在肌理製作過程中，一些材料通過水、墨、紙與顏料之間產生的

視覺所呈現出不可再現的效果。水在現代沒骨畫的繪畫過程中具有雙重作用，既

是聯繫筆墨之間關係的媒介，又充當著理性把控與畫面自然生成相互和諧統一的

角色。並且通過中西融合，從不同角度進行整合與重組。（例如：圖1、圖2、圖

3） 

 

 
圖 1 現代，李魁正， 

《金牡丹》80x80cm 1989年 

（私藏） 

 
圖 2 現代，蘇百鈞 

《追憶的故園》148x178cm 

2005年  （私藏） 

 
圖3 現代，馮霖章 

《聽雨》66x67cm  1988年

（私藏） 

 

    如今，越來越多地畫家在水的運用中與墨與色彩之間進行創作，去探索新形

                                                             
1 賈德江主編，《裘緝木花鳥畫藝術》，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3年，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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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尋找新語言，使沒骨畫能夠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呈放異彩。如：李魁正先生

的花鳥畫就是「結合工寫、融匯中西」，注重豐富、清雅、的色調表達情感。運

用西方繪畫的色彩方法與中國墨色進行融合，用多層漬暈來增強色感，卻不見濃

艷，又有微妙的肌理效果。他的作品充滿著一種清新靈動的自然之美。馮霖章先

生就是在傳統的筆墨中尋找契機，在形式上突破了傳統的潑墨法，拓展其功能創

造了幻化潑墨法，這種潑墨強調滿潑滿染，同時註意處理那些可遇不可求的肌理，

變化莫測的肌理效果給畫面增添了幾分神秘感，抽象與具象的結合，形成現代構

成美。裘緝木先生突破了傳統中國畫的審美觀念，注重色彩的構成意味，利用沒

骨法的撞，使水、墨、色在紙上互溶、互破、自然滲化使畫面呈現出神秘莫測的

偶然效果，給人一種朦朧的美感。（如圖 4、5、6）林若熹先生的作品註重色彩

的構成形式，追求平面化、裝飾化繪畫語言表現，色塊組合、使畫面平添一份現

代審美情趣; 並且利用色彩構成、中西融合，把材料研究、文人筆墨、潑繪、重

彩等諸多理念糅合在沒骨創作中。（圖 7、8）中國當代沒骨畫可以說比在追求傳

統筆墨樣式的畫者，更具有時代個性。 

 

   

圖 4 現代，李魁正 

《清氣》80cmx45cm 1988年 

（私藏） 

圖 5 現代，馮霖章《彩色的

世界》66x50cm 1990年 （私

藏） 

圖 6  現代，裘緝木  

《暗香浮動》68x68cm 1999

年  （私藏） 

 

  
圖 7 現代，林若熹 

《秋 NO.Ⅱ》84x90cm  1992年（私藏） 

圖 8 現代，林若熹 

《搖籃曲之三》84x90cm 1993年 （私藏） 



書畫藝術學刊 第二十九期                                                              

 

 54 

    現代沒骨畫不斷的把「水」作為一種媒介激發出更多的可能，發揮出更大的

表現空間。「水」在現代沒骨畫廣泛的運用，不純粹是技巧上的表達而是上升到

現代的一種觀念，演繹著種種思維的啟示。現代人對繪畫作品的審美不僅僅停留

在傳統的程式上，越來越看重作品反映的時代氣息和個人審美感受的再現，更具

有現代氣息的新中國畫審美趣味。所以說，現在中國畫的發展呈現出多元的格局。 

 

三、「潑」與「撞」在畫面的運用——實踐探索 

筆者受到當代許多沒骨畫作品的啟發，在實踐當中以「撞水撞粉」、「潑墨

潑彩」等技法進行融合，並進行技法重組、結合中西的理念為創作沒骨畫進一步

打開了廣闊的思路。運用「撞水撞粉」、「潑墨潑彩」以及肌理技法等，這些手

段都需要從傳統技法基礎上發掘。所謂「撞」就是利用水的張力，將水中混合的

墨或色推到設定的物體中就是在畫面半乾未乾時，有意識的進行沖、破、融，使

水與色、色與色互撞、互化自然滲融，留下自然的痕跡。沒骨畫的進一步得到開

拓就是居巢、居廉在惲壽平的基礎上，對「撞」的更深理解，而且作品裏更富有

裝飾性。林若熹先生在《解讀傳統》中指出：「沒骨畫寫生的理性及臥筆寫性的

感性，是對工寫兩極的折中與調和，而撞水撞粉卻是把兩類不可調和的顏色，通

過「撞」的方法，把它們融合在一起，撞水與撞粉的質不同，表現效果不同」2。  

 

    「二居」的沒骨法，通過用水把色、墨通過「撞」來分化出濃淡深淺，水與

粉質色和水色在熟絹或熟紙上相互滲透，形成了變幻豐富的、特殊的肌理，就是

在這種方法裏求得生動、明朗、清麗的表現效果。在撞水撞粉後，再進行畫面收

拾，用分染、醒勒、立粉等技法進行理性加工，自然生成的感性與理性把控下使

作品生動有秩序。而色漬、墨痕的肌理成為了居氏沒骨畫的新的、重要的造型審

美因素。林若熹先生在其《解讀傳統》中對「撞水」 「撞粉」又是這樣論述的：

「沒骨畫偶爾出現的撞水撞粉，更是被居巢、居廉發揮極致。此法是先用筆畫上

墨及植物顏料，在未幹時撞上水及粉色（指白粉及礦物顏料）幹時墨及植物顏料

被水及粉色擠到邊緣，由於水而淺色的色相向周邊深色相過渡及粉色向植物色、

墨過渡，所自然形成的立體以及自然立體組合形成肌理，與西畫求立體體重肌理

                                                             
2 林若熹：《解讀傳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171頁。 



                                             中國畫現代性探索——多元融合的創作表現 

 55 

的因素吻合撞水撞粉的「水」、「粉」除直指的水及白色外，還意指相對溶於水

的植物顏料及不能溶於水的粉狀礦物顏料。 居氏的「撞水撞粉」技法在以帶有

飽和的水筆，握筆垂直對準所要表達的物象撞之，水、色、墨、筆在與紙、絹相

互對接相互混融，有墨、粉的流動，色彩的沈積，水幹後滯留的痕漬，自然渾融

在一起，形成特殊的畫面效果，居氏的這種因撞水撞粉技法，具有的純粹性暗示

了居氏的沒骨畫形成的風格有別於傳統沒骨畫的新觀念。（圖9-12） 

 

 
 

圖9 清，居巢《红荔图》21x60cm  廣州藝術

博物院藏 

圖 10 清，居廉《蝴蝶海棠》21x60cm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11 清，居巢《牡丹圖》21x60cm  廣州藝

術博物院藏 

圖12 清，居巢《百合花》21x60cm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沒骨法通過生宣紙蘊藏的表現特性，以「潑」的形式，進行感性宣泄與傳統

用筆的理性把控，把墨與彩兩者之間的關系，淋漓盡致的發揮出來。「潑」在傳

統筆墨裏是指筆勢豪放、墨如潑出的畫法。「潑」又有另一層的解釋，就是用水

調好墨、色，用手拿裝有墨、色的碟、碗等工具任意潑。這種「潑」也能得「五

彩」，荊浩在《筆法記》裏就有「不用筆」3 而顯墨韻之自然的說法。由水的作

用而引發出種種技巧的誕生：由此引申為「潑水」法、「潑彩」法、「潑墨」法。

「潑墨」的技法所彰顯出來的效果如同李日華在竹嬾畫媵所說：「潑墨者，用微

妙不見筆徑，如潑出耳。」4   

 

                                                             
3 荊浩在《筆法記》中有：“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筆自然，似非因筆。”荊浩撰，《筆法記》，俞

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 606頁。 
4 周積寅編，《中國歷代畫論》，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年，第 4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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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以沒骨技法裡水為媒介進行多種技法嘗試，並利用筆、墨、紙等特性進

行實驗，在墨水中加些膠水，根據調配的濃稀度，然後在生宣紙上進行潑或寫，

趁墨色還未蒸發乾時，用水撞墨、或灑水沖墨，使墨色流動、滲化，產生出各種

富有動感的肌理效果。例如用潑墨潑彩、沖積流凝法、拓印法、制點法，反襯烘

托法等技法進行實踐，有時用「潑」的方式結合「撞」的技巧，以不同的速度潑、

以不同的濕度撞、不同的方向尋找契機，隨心所欲地表現自己的想法，既能體現

人為描繪的理性，又可呈現宛若天成的自然肌理。自然生成的肌理被凝結成符號

化的元素，為進一步進行創作做好切實準備。從實驗中體會到水添加膠水、礬水、

洗衣粉水在宣紙產生的特殊效果和趣味，能達到一種人為把控與感性的宣泄，同

時能夠激發潛意識裏的藝術感受，並且在墨、色相接相溶過程中，運用線、面的

多樣組合，由淺入深地熟悉現代中國畫肌理技法在天然和人工之間的運用。在這

些通過肌理制作的如詩如夢，奧妙無窮的「作品」中尋找符合審美原則的「作品」

進行調整。融入一種觀念，注入一種情感，在豐富的肌理中，自然會閃現出一些

自己意想不到的「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彼此能得到啟發，從觀念上建立抽

象審美的元素並開拓新的想象空間。對肌理而言，在水的作用下它不僅能自然生

成也可以理性把控。（圖13-16） 

 

 

圖 13 現代，朱錦澤《實驗作品 1號》

22x60cm   

 
圖 14 現代，朱錦澤《實驗作品 2號》

22x60cm   

 
圖 15 現代，朱錦澤《實驗作品 3號》

22x60cm   

 
圖 16 現代，朱錦澤《實驗作品 4號》

22x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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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先生在潑墨山水畫里，巧妙地運用水的流動使彩與墨相互滲透，自然

生成，進而使色彩產生出變幻莫測的視覺效果。在受到西方繪畫觀念的影響的同

時，卻能把中國畫傳統的寫意精神進行融合。張大千的「潑彩」其實是取法於中

國傳統筆墨中的「破墨5」 。在有筆限和非筆限裏揣摩靈感，巧妙運水使墨、彩、

濃淡交融，以用筆和非用筆的技法同時交叉進行，礦物色、植物性顏料兼容並用，

濕破和幹後再罩染的復合技法綜合來完成的。（圖 17—18） 

 

  

圖 17 現代，張大千 《幽谷圖》

68x138cm 1970年   

（收藏不詳） 

圖 18現代，張大千 《喬木芳暉》118x58cm 1983年 

（收藏不詳） 

 

    筆者在前輩們那裏吸收到一些經驗，不斷地實驗，在生宣、麻紙或皮紙上作

畫，再根據畫面需要，用膠礬水刷所需部分，這樣既能把熟紙部分進行細致刻畫，

又能保留其他部分有生紙的特性，根據畫面需要來進行創作。嘗試把「撞水撞粉」

的有筆限、「潑墨潑彩」的無筆限兩者進行融合，開啟了對傳統筆墨方式以外的

繪畫語言的想象空間。用自然生成的理念糅合技巧展示了除毛筆外的工具也能把

屬於沒骨畫範疇的「撞水撞粉」、「潑墨潑彩」進行創作，擴大了以非筆限的手

段制作現代沒骨畫，加深了對現代沒骨畫創作現代樣式的認識和體驗。創作中采

用傳統中國畫顏料的同時也加入丙烯、水粉，綜合的運用不同的繪畫材料。（圖

19—21） 

                                                             
5 「破墨」二字最早提出是在南朝梁·蕭繹《山水松石格》「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破墨」就是

指：用濃墨破淡墨，或用淡墨破濃墨，墨色濃淡互滲掩映，達到滋潤活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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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現代，朱錦澤《實驗作品 5號》22x60cm   

  

圖20 現代，朱錦澤《實驗作品6號》

22x60cm   

圖21 現代，朱錦澤《實驗作品7號》

22x60cm   

 

 

    以下是筆者創作完成的作品，通過「撞」與「潑」

的隨意性，以及那種可遇而不可求的肌理變化，然

後在理性把控下形成的作品進行說明，以此來證明

「自然生成」與「理性把控」在沒骨法中具有可行

性。在創作《尋覓》（圖22）這張作品就是先自然

的、隨意的、無意的「潑墨潑彩」的肌理大效果的

基礎上，帶來靈感，引起感觸點。但它是不完美的，

不完整的。需要用一種理性去提煉、理順、強化、

完善。進行畫面的疏密節奏調整理性起決定性作

用，補充哪裏，沖破哪裏，靈性幾筆需放在哪個位

置？不經過思考是難以達到的。構圖上多融入了現

代構成元素，豐富精心的勾染，恰到好處的肌理效

果，物象的符號化以及強烈的現代形式美感給整個

畫面營造出了浪漫的氣息，物象符號化和裝飾性的

形式美也是創作沒骨畫的一大關鍵。從表現方式上

看，作品的物象裏既有抽象化元素又有具象化的細

 
圖 22 現代，朱錦澤《尋覓》

110x100cm 2011年   

 
圖23 現代，朱錦澤《尋覓》97x97cm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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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畫者簡化處理眼中物象，達到一種天然的內在契合，每一幅作品都是心與自

然經過碰觸所激發出的心象靈動的組合。 

 

    以「撞」與「潑」這兩種畫法為契機，接下來在空白部分，根據畫面的形態

糅合寫實的技巧，工與意互見，大開大合，既有寫意的氣象，又有工筆的精彩，

使畫面產生了一種全新的面貌，達到了具象和抽象的統一，抽象的表現是要建立

在具象的基礎之上的，任何一種繪畫表現形式都需要繼承和修煉，才能體會得其

中滋味。如《花世界》（圖23），畫幅中水墨任意流淌，形成了有直有曲，有粗

有細，參差錯落的抽象線條，有壹種以樹非樹的藝術效果，又像翻卷的雲，而牡

丹花用分染的手法在進行套色，刻畫得寫實逼真。《塞上曲》（圖24）就先「潑

墨潑彩」，然後再有意的刻畫出山川紋理，在原有的「撞水撞粉」色彩中保留其

特殊的色感。《川上行》（圖25）是以純墨色的形式來表現墨分五色這一單一的

色通過潑墨、撞水來彰顯墨暈的這種韻味，在畫面幹了之後再進行細節刻畫，把

自我的表現觀念和追求意境的情緒中呈現出來。《田野初春》（圖26）中的遠景

也是巧妙的運用了潑墨潑彩的效果，形成了斑駁、朦朧的早春田野的氣息，具象

的樹幹，有著節律的運動和變化，呈現出實與虛、近與遠的視覺效果。正是這種

「撞水撞粉」與「潑墨潑彩」的結合，在畫面上扮演著不同角色，畫面打破了傳

統的章法布局，形成了具象和抽象的現代構成形式，同時也為畫面增添了幾分神

秘的意蘊。 

 

 
圖 24 現代，朱錦澤《塞上曲》43x58cm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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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現代，朱錦澤《田野初春》50x50cm 

2017年    

圖 26 現代，朱錦澤《川上行》48x58cm 2017

年 

 

    中國現代沒骨畫更加體現出富有時代氣息和審美精神追求的內涵。在現代中

國畫壇裏成為具有開拓性的畫家無不受得沒骨法的影響，以及在其基礎上形成自

己的風格的。現代沒骨畫法不斷地推陳出新，混撞沖漬法、交錯點彩法、沒骨點

染法、沒骨渲染法、沒骨粉染法、水洗渲染法等或者多種方法進行結合，技法的

多樣性與豐富性是隨著現代人對藝術審美的多元化，為此筆者不斷的尋找更符合

現代人在快節奏生活下的心靈需求，從而形成一種更具現代氣息的花鳥繪畫新審

美。如何使鑒畫者對畫者的作品有所觸動「生情」。「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墨

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6」  「用水」在色、墨之間運用所

形成的圖式視覺，進行理性的把控，「撞」與「潑」都是在「有意」與「無意」

之間，然而兩者的區別卻是在有筆限和無筆限上。本章節通過「撞」與「潑」的

畫面效果來闡述繪畫語言所呈現的理性把控和感性的渲泄，達到觀念與技法的和

諧。在《中庸》一書中言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7 如何把「撞水撞粉」和「潑墨潑彩」融合在

畫面裏達到和諧統一作為理想來追求。 無論是「撞水撞粉」還是「潑墨潑彩」，

都是借用水的力量，在實踐中已經注意到水與墨在相互融合時的趣味，達到一種

自然天成的藝術效果。由水的介入慢慢地自然流動滲化，交替合成的韻味、墨趣

匯集成為現代畫者的一種表現語言。 

 

                                                             
6 清·惲壽平：《南田畫跋》，毛建波校註，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 25頁。 

7 陳蒲清註譯：《四書》，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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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生成與理性把控的融合——實踐研究 

    任何一種繪畫都需要在畫者有意識地控制下完成的。如何處理畫面是關鍵中

的關鍵，多樣性需要歸於統一，畫面也需要主賓關系。笪重光在《畫筌》中論述

道：「繁簡恰有定形，整亂因乎興會。8」 這裏的「整」、「亂」應該是整體和

局部的關系，也就是所謂的章法或構圖，運用整的手法，將混亂零碎的物象依其

外在、內在的聯系布置於畫面，使之成為一種特殊的審美客體。「撞水撞粉」、

「潑墨潑彩」的興致與「自然生成」、「理性把控」的技巧在互為聯系中，進行

創造性組合，亂中求整，把理性發揮到極致。因為在「自然生成」之前需要「理

性把控」的醞釀，在「自然生成」之後還需「理性把控」的提高、升華，「自然

生成」就是通過水的作用，制作肌理，肌理都是在「有意」與「無意」之間產生，

通過「撞」與「潑」的技法的畫面效果來闡述畫者的繪畫語言所呈現的自身的理

性把控和感性的渲泄，然而兩者的區別卻是在有筆限和無筆限上。「理性把控」

是人為有意識處理畫面，達到畫者心中設定的效果。自然生成的感性與理性把控

的融合都是有借助偶然性與必然性，「自然」的偶然性是以理性把控的必然性為

基礎。「自然生成」與「理性把控」之間是相互循環，從感性的開始到理性的收

拾，每一步都是厚積薄發中體現出來的。因此，在水運用之下所形成的天然美感

和畫者的人為表現之間，必然形成一種契合。對於把「撞水撞粉」、「潑墨潑彩」

這兩種技法同時運用到畫面裏，主要是對「水分」幹濕的把控和兩者之間幹後在

「撞」或者待幹後在「潑」的循環交替上。在對沒骨畫進行各種不同方式的嘗試

中，對於「用水」法的方式，自然就有著不同的控制方法。就「墨韻」而言，對

於墨跡、水跡形態的控制主要體現在潑法和撞法中用水含量的不同。（由於本文

重點討論沒骨相關技法，所以不對運筆、用筆做闡述）如同筆者在進行創作時運

用「自然生成」與「理性把控」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為了凝固成一種藝術表現手

法與藝術形式風格。只是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一種是技法的表現、一種是觀念的

象徵。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 。由此用此語來頓 

                                                             
8 清·笪重光，《畫筌》，楊大年編著：《中國歷代畫論采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 173 

  頁。 

9 饒尚寬譯註：《老子》，中華書局，2006年，第 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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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一種屬性、狀態，或是天地本源、循環不息、自然生成，無論是對於老子悟「道」

說的理解，還對於繪畫的認識都是需要遵循一種自然規律。 

 

    當代沒骨畫的發展形態是時代的必然產物，必然也表現出時代的審美和意識。

在現代藝術語境裏，對沒骨法運用，「水」的控制有了更多的方式，通過不斷地

吸收和借鑒一些在沒骨法方面有研究的畫家，筆者進行一些實踐，利用水的特性，

主要體現在注水的時機、水的份量，以及注水時對力度、方向的把握，還有就是

表現在對水的理性把控。在潑、灑之餘，還要充分利用畫板的傾斜和震動，需要

借助水的流動，在水的張力作用下，水中的墨、色逐漸向邊緣擴散、堆積，令剛

剛附著在畫面上尚未乾透的墨、色隨著水的蔓延和滲化，產生許多出人意料的肌

理效果，非常生動自然，在水分乾燥的過程中自然形成一種純天然般的美感——

自然生成，變化微妙細膩。這一過程，流動的痕跡鮮明地被刻錄在畫面上。卻是

在比較理性控制下產生出自然生成的藝術效果。（也是說是人為的理性把控下的

產物）。如果不再觸及這一筆跡，待水分揮發之後，會在紙或絹的表面留下與水

漬完全相同的痕跡，水產生出來的效果能豐富畫面、增加層次感、產生肌理之外，

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用它來表達一種對時間的感受，用視覺的方式再現出自然生

成與理性把控的藝術效果。 此時水已經隱沒在在畫面裏， 留下的只是畫者情感

與墨、色之間的契合。「水」自身的催化「跡象」便走入前臺成為現代沒骨畫被

關注的對象。 

 

正是由於沒骨用「水」取得豐富多彩的藝術表現，在具象與抽象、自然與人

為之間形成反差和張力，在畫面上留下與眾不同的痕跡，形成特別的肌理。無論

其中哪一種手法，都是充分利用水的特性，借助水與其他繪畫材料的相互作用，

形成豐富多變的藝術效果。它與許多畫者建立起一種互動的關系，在互為印證的

過程中成為一種創作方法。抽象的表現是要建立在具象的基礎之上的，任何一種

繪畫表現形式都需要繼承和修煉，才能體會得其中滋味。張大千先生說「抽象是

從具象而來，沒有純熟優美的具象基礎就去搞什麽抽象不過是欺人之談。10」  

 

                                                             
10 陳洙龍編：《張大千畫語錄圖釋》，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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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成」與「理性把控」作為沒骨法中感性與理性結合的表現形式。在

通過比較兩者對「水」的使用情況，在創作過程中筆者不斷的實踐證明水在沒骨

畫裏起到法的關鍵性的作用，水的痕跡越是自然生動，畫面越發顯得活潑有生命。

無論是把「水」作為一種筆墨，或把它當作一種制作肌理的手段，都還存在著無

窮的表現形式的可能。由此，筆者認為水寄予筆墨之中，使水、筆、墨三者成為

一個有機的整體，水相對於筆墨來說，它只是作為一種媒介，水的隱沒成就了筆

墨的呈現。正所謂：「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11」 

王維在《山水訣》裏把水墨推為至尊。「水」的「自然生成」在表現對象時通過

人的「理性把控」融入到一種創作狀態，進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同時

在西方藝術觀念的催化作用下，誕生了許許多多以「抽象」為審美主體的沒骨藝

術，這種演化發展已經成為沒骨畫藝術的自律性進程的歷史趨勢。在沒骨藝術中

對「水」的「自然生成與理性把控」的實踐與運用自然就有其合理性的發展空間。 

 

五、結語 

    王國維說過：「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

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承焉者也12」 。中

國繪畫也何嘗不是一代有一代之繪畫呢？也就是說藝術理應當隨時代之步伐。二

十一世紀的今天，信息化的開放時代，中國乃至世界藝術不斷的進行互補，多元

而多彩的新呈現，對繪畫流派的界定越來越寬泛，畫種之間的分別也越來越模糊。

中國畫的發展正面臨著新的階段，沒骨畫順應了這一時代特徵，在多元探索中得

到發展。筆者對當代中國畫作深有感觸，一直以中國當代沒骨畫作為研究對象。

中國畫從形式到技法都是要服從於新的觀念，中國畫藝術個性的生成離不開傳統

文化的滋養和個人的審美取向。 

 

    筆者基於對綜上所述，思索時代影響下所形成的審美心跡，並從生活中、從

自然中尋找創作契機。「撞」與「潑」都是在「有意」與「無意」之間，通過「撞」

與「潑」的畫面視覺效果來表達「有意」的「理性把控」和「無意」的「感性渲

                                                             
11 【唐】王維撰：《山水訣》，俞劍華編：《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年，第 592頁。  

12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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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期望突破工筆畫的工整性，求得一種新視覺的再現。並運用理性與感性的

結合，用「水」在色、墨之間「把控」撞與潑所「自然生成」的視覺圖式，在通

過糅合工筆的技巧進行多元創作，希望能成為一種符合現代生活節奏的表現形式

加以探索和完善。 

 

    限於筆者學力，實踐的描述還存在許多不足。筆者將不斷地努力學習和實踐，

並從西方的現代意識觀念與藝術形式中吸取營養，以提高在繪制實踐中深度與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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