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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速寫是人們認識和反映自然形態最簡潔、最概括的表現形式，是藝術家最純

真、樸實的情感及最具個性的流露，是藝術家真情實感的媒介反映。中國畫講究

用線，線是中國畫獨特的藝術形式，第一根線的獲取是往往出自速寫，因為速寫

是我們認識和打開自然世界的第一個紐扣的手段。本文通過分析中國畫的“意在

筆先”、“線”、“張弛布白”“ 疏能跑馬、密不透風”、“散點透視”、“意

境”等方面與速寫的緊密聯繫，旨在強調速寫對中國畫學習及創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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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畫的造型基本的元素是線。中國書法的基本的造型元素也是線。同是具

有一脈文化內涵的線，由於工具的相當，使得書法同源。因此在書畫的規範要求

上，用線特別講究用筆的“提按”要求、線的張馳關係、結構變化。由此產生了

既有節奏變化又具韻律生動的一種東方文化特有的審美形式。中國畫有幾千年歷

史，發展到宋代，由於文人畫的初顯端倪，“淺降”形式的出現，使創作中線的

造型位置得到提高。一種新的中國畫形式凸現了出來——白描。文人畫和白描的

出現，加速了線與書法用筆的接近和同步，中國畫對線的要求就更高了。中國畫

的造型標準從原來的工筆重彩中分裂出了寫意的新的形式。寫意畫的出現，也使

中國畫的造型從嚴謹 的“正楷”走向“草書”。畫家對造型的追求更講究“意

境”，如齊百石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與此同步，中國畫的造型訓練的諸多

因素均起了變化。嚴格對景寫生的白描也因文人畫的興起而變得“放浪形骸”起

來，這從清代畫家任伯年的課徒稿可見一斑，中國的對景寫生也變得“快而生

風”。中國畫的基礎訓練中速寫變得更加完善和成熟了。在西方的繪畫造型訓練

中，沒有把速寫從素描中單列出來，統稱素描。因為它們的傳統表現中均使用三

度空間的觀察方法。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書畫同源”，記錄自己文化歷史的

文字屬象形方塊字，它的形式為二度空間，中國畫的表現形式也是兩度空間。傳

統的中國畫寫生用的是線描，這與長期中國畫和中國書法對線的敏感是分不開的。

“五四”運動前後，西方的三度空間的造型方式進入中國。為區別於西方的訓練

方法，中國畫觀察事物的方式多以線為主導的二度空間的認識方法，而速寫在中

國畫造型訓練中的地位更加顯赫，並得到中國畫的教學界的普遍認可。現在各美

術院校中國畫系的速寫訓練都是各具特色的，中國畫今天的發展已促進了以線為

基礎訓練手段的速寫風格的更加多元化。 

 

一、中國畫的“意在筆先”與速寫 

 在中國畫創作中我們更多提倡“意在筆先”，這樣給作者更多的活動空間，

在作畫時有“隨機應變”的餘地，也有利於“因勢利導”。讓中國特有的工具得

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水和墨在宣紙上的妙曲天成，筆和人的功力發揮意趣橫生，

這才是真正“天人合一”的中國畫最高境界。 

 

 速寫的長期訓練能讓畫家作畫時“一觸即發”。畫家在生活中刻苦的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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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筐速寫的積累，使其對形的把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境界，在宣紙上能做到“指

到哪兒，打到那兒”。畫家心、手、意融為一體，筆一接觸到紙當然是一發不可

收拾的了。 

 

 清代的方熏《山靜居畫論》中言道：“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

則庸，俗則俗點，畫有盡而意無盡，故人名以意遠法，法亦妙有不同”。有一點

是統一的，意境的創造最終 要落實到具體的主觀物像營造和畫面的構成。形式

方面來的，因此形式已成為意境出現的跡化形態。蘇東坡說道：“有道而無藝，

物形之心不形之手。”如果沒有長期的棄而不舍的學習精神，沒有知識的積累，

沒有技能的多樣化，不僅難以在藝術表現上傳達構成形式而蘊藏的特有美感，甚

至會因技能的拙劣而適得其反，更難以達到意境創造中感覺自然，理解自然，超

越自然而昭示我的完美境界。在速寫的訓練中，技能的學習是必須下功夫的。 

速寫的技能作為追求意境的具體創造手段，“意在筆先”則是我們下筆之前的對

客觀物像的第一次主觀審視，這對我們提出了三個要求：1、為什麼它會成為我

們追求的形體；2、我們追求該物像為表達什麼樣的目的；3、用什麼樣的形式來

完成此目的。什麼是物像呢？老子道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

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物”是指客觀世界存在

的芸芸眾生，“象” 既是通過自己視覺從客觀中認識的具體形象。恍兮惚兮當

然指的就是混沌世界了。 

 

 《易傳》中這麼說：“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這就先告訴我們，當

言語無法說清的問題，可以立“象”來盡“意”。記住，在這裡“意”作為我們

要追求的目的，我們要把它表達出來，“象”就成了一種表現形式。就像我們用

中國成語一樣，豐富多彩的成語，卻成了我們表達文字目的的最好形式。“意”

作為一種主觀的、個體生髮情緒，與“象”的具體的客觀形態在大世界中相遇，

“意”主動地一意孤行，形成了矛盾的統一性，就產生了觸景生情有思想載體的

藝術作品。要注意一點，“象”始終是被動的，但往往我們在學習繪畫中，被“象”

牽著鼻子走，失去我們自己在藝術活動中應有的主動位子。 

 

 “意”的追求不只是由賴於畫家對客觀物像深刻的觀察華悟，而且更有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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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主體情思的積極活動，“意”的創造中得出觸景生情，還需“外師造化”和

用心感悟客觀世界。這只是“意”產生的前提與基礎，還需進一步由造化的感悟  

進入我們內心世界，在主體審美情緒（包括修養、學識和品格）等因素的作品下，

物的“象”與主體的“意”融為一體，才能和諧地成為主客為一的意中之境。

“中得心源”的藝術創造過程，是一個由外及內、由淺入深、心物交融、主動與

被動、主觀與客觀、靜與動的藝術創造工程。即是：情生意、意生像、像生趣、

趣生勢、勢生意的一個互動關係。前者的一個意是個性意，後面是更高層的意。

而“心源”的主觀能動作用，則是“意”產生的主導，因此意境的出現由於主觀

的內因——“心源”的差異， 從而使意境的創造帶了典型性和個性化的情感色

彩。 

 

 速寫是“外師造化”的主要手段，而觸景生情則是速寫帶給我們的最大效益。

既然是情生意，主觀的感動在前，而提取客觀的物像在後，主觀主動地去揣摩大

自然的物像，生髮自己的感慨之情，“觸目縱橫千萬朵，賞心只取二三枝”的源

于生活、高於生活的“意”與“象”不是就閃爍其中了麼，這就是意在筆先的妙

哉之需了。 

 

張春新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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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畫的線與速寫 

中國畫講究用線，線是中國畫獨特的藝術形式。在對客觀事物的刻畫中，有著“一

線生機”的說法，富有中國文化內涵的線，給了所有造型以生存的機會。線是最

簡單的原始藝術符號，也是最複雜的藝術符號，要使它張馳有緒，縱橫得道，還

得靠自己的藝術修養，這樣線才會變得馴服而更加有文化內涵。線在造型的行為

中，只有形成形體後，他的價值才得以體現。在現實的生活，線是藏在“客觀”

之中的。藝術家的高妙之處則是用不同凡響的眼光和手段主動地從大千世界中

“抽絲剝線”，提取出一根有生命的能再造藝術世界的線，打造出人類的“精神

食糧”。這就是藝術家的偉大之處。 

 

 線在畫家手裡是通向自由王國的必然之路，而我們的第一根線的獲取是出自

速寫，因為速寫是我們認識和打開自然世界的第一個紐扣的手段，誰也回避不了。

要想使自己成為一個創造性型的畫家，就得面對生活，走進生活，高於生活。 

 

 線在名詞中是共性的，但在各自畫家的手裡則是完全不同，藝術的價值在於

不同，線的存在各異，則正是由畫家的修養的經歷所決定的。正因為線的張弛、

繁散、粗細、方圓、幹濕等多因素，也使線在藝術的造型形式中千姿百態。中國

畫是以線造型為主要手段的畫種，對中國畫線條的研究是從收集素材，進入生活，

我們就開始在把握主觀的線條生命與生活客觀事物存在之間的矛盾關係。中國畫

畫家的藝術生命一生均在此中掙紮度過的。速寫的用線個性化是藝術家首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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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的問題，我們舉例現當代幾個著名畫家的速寫分析線與速寫的關係。 

 

 徐悲鴻先生 

 徐先生的線和他的學習經歷是分不開的。早年留法和歸國後從事藝術教育工

作中。他的線“眼多於結構和形體”是和他紮實的素描功底是連在一起的。 

 

 張大千先生 

 張先生的線是學古不擬古，線有著陳老蓮的高古之風，有著石濤的怪異而勁

拔之氣，再加上瀟灑自如豁達之懷。此線“韌而長，勁而柔”乃至有張先生的欣

然命各的“中鋒見背”的挺拔之線。就是先生在後期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 

 
 

張大千 徐悲鴻—李印泉先生像 

 

 葉淺予先生 

 葉先生是現當代的美術家和教育家。他特別喜歡速寫，尤其是舞蹈速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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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和其性格一樣，直爽、痛快。而藝術的直覺賦予他敏銳的眼睛。在他的筆下，

線條流暢，“直而准，快而爽利”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葉淺予-秦腔斷橋 葉淺予-飼養員 

 
葉淺予—夏河之舞 

 

 林風眠先生 

 林先生是我國美術教育的創始人之一。蹉跎的生活給予他堅忍的性格。他早

年留學法國，特別喜歡印象派畫風。他是一個在藝術上更加喜歡追求形式美的性

情中人。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重慶度過了八年，他居住在離市區的南岸大佛寺，

把自己置身於大西南底層生活中，禍    林先生在極巨貧困中掙紮。大佛寺附近

有幾個土窯碗廠，為了生活，他長期為小廠畫碗上的圖案掙錢維持生計。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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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民間藝術造詣上獲得了豐富營養，慢慢的形成了他獨特的用線。在先生留下

的作品和收集素材的速寫中，讓我們見到了“迅疾、光滑、充滿衝動的線。”民

間藝術中蘊藏的需要我們去開發的有著身後文化的意識不到的更多的線。 

 

 黃胄先生 

 黃先生則是在後期在生活中，不懈地拼命的畫速寫，他的速寫直接的為創作

服務。他一生中沒有在院校裡深造過，素描和速寫在他的造型中基本上是沒有什

麼影響的。他的速寫用線直率樸實，尤其在他藝術生涯的後期，黃胄先生堅持用

毛筆劃速寫，丟掉了用硬幣畫速寫到創作時造型再轉換成有“提拔”的毛筆作業

的過程。這是應該在我們收集素材中提倡的成功經驗。黃胄先生的線不注重顯得

一招一式的絕對準確到位，而是反復的重迭的線，在造型上不斷延伸，直至畫面

完整。所以黃胄先生的作品筆墨酣暢，積墨奔放，顯得十分厚重，他是典型北方

的代表人物。 

 

 
林風眠 黃  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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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聰 

  

 周思聰先生 

 周思聰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國畫家。一生執著，藝術是她的全部生命，其用線

是相當精彩的，中國當代著名的美術評論家郎紹君先生是這樣評價的：“筆線慢

而多澀，毛而輕盈，拙裡藏秀，有時在加礬的底子上勾勒，使線形欲斷又連，斑

駁陸離，她的行筆不帥，但十分自然。” 這些鮮明的特性在周先生在四川涼山

速寫中得以體現，尤其在她生命後期，病魔糾纏著她，她用僵硬的變形的手畫出

的線，是周思聰先生一生最完美的線。 

 

 速寫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就是藝術家的試驗田，藝術家靈感生髮的想法均

在此種產生。尤其是多種線的變化。因為該變化的母體均是從人生百態的大千世

界中破土而出的。花園之所以叫花園，它由無數不同的花組成，線是共性的稱呼，

它的存在正式有無數不同的個性極強的經緯線把它編織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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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新作品欣賞 

  

 

 

 

三、中國畫的張馳布白與速寫 

 西畫的構圖講究物像的空間關係，中國畫的構圖間就布白，這和老莊的哲學

中“虛”有關。中國文化的包容量之大，給中國畫的發展提供了無限的理論空間。

中國畫從“虛”的角度來講布“白”，從“白”之中來務“實”。所謂虛虛實實

才是中國畫的迷津。虛實，帶給了中國畫的畫面的張馳關係。這個張馳關係包括

布白的張馳，物像的張馳，線的虛實張馳，色的賦彩張馳。 

 

 布白關係在畫面上一旦張開，“畫眼”的綱一定要拉緊，“一張一弛，乃文

武之道。”才是畫家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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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生活中以速寫為手段收集素材時，對客觀事物的取捨更多地起到鑄造 

“畫眼”的角色。尤其是畫家在生活中收集的，經過多次提練的藝術個性符號在

這時會發揮更大作用。 

 

 清張式在《畫譚》曰：“空白，作空紙，空白即色也。”中國人常講“悟道”，

在《易經》中說道：“一陰一陽謂之道。”這陰陽互動形成萬物間的節奏。莊子

曰“靜而與陰從德，動而與陽同波。”中國畫的虛實交融，恰是以空白的把握來

完成的。 

 

 什麼謂之敘事呢？“實者，黑也，黑者，畫材也；虛者，空白頁，只有知白，

才能守黑。必須計白當黑。深知白處才能處理好黑處，黑從白亂，虛從實生。” 

虛並不是無，更是一種客觀形象之外的主觀的無形之形。在布白問題上也要講到

被動與主動。西方的繪畫，它的白是實實在在的形，畫者的思維是被客觀的形牽

著走的，中國畫的“白”與“黑”的對應是虛與實的交融，是“以虛為實，以虛

顯實，以虛求實，虛實相生。” 虛是為畫面提供了無限主動思維的聯想空間，

這計白當黑的畫面，是黑的矛盾的另一面，他可深萬莫測，也可外延無限，但有

一點，白的生存空間是與實同生，同伴，同融。實，是人自認的紮實功力所在，

虛，才則是人與天趣交融的意趣所在。虛中有天對造型的呵護，虛是人對大自然

的敬仰，在百種我們能見到天的靈氣，在百種我們能見到大自然的幽深。正如清

戴熙《習苦齋畫絮》中曰：“畫在有筆墨處，畫之妙在無筆墨處。”肆力在實處，

而索趣在虛處。”莊子曰：“虛實生白，”“唯道集虛”。宗白華更是說的好，

“於空寂處見佳作，於佳作處見空寂，唯道集虛，體用不二” 。真是“此處無

聲勝有聲”的藝術境界。唐人說道：“無字處皆有意”，一個“意”字，用的再

絕不過。這就是對“白”的最絕妙詮釋。 

 

 一般人認為速寫是對生活最客觀的記錄，但我認為應該是自己視覺觸摸客觀

事物，而自己主觀感受的第一次記錄。記錄生活有兩種，被動和主動，在這裡指

的是主動記錄。在速寫中“取”與“舍”尤為重要。但對布白的訓練是一種計白

畫黑的意境訓練，均成重要因素。速寫的過程也是經營位置的過程，白與黑在畫

面的張弛得道與否，也是一個畫家成熟與否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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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白既是“置陳佈置”的組成部分，同樣存在著對“白”的造型要求，白不

是客觀造型的實體，也不是形與形之間的空白，更不能把“白”當做畫面多餘的

部分。白的形狀講決定於自己主觀世界對客觀世界的一次藝術定位的“臨窗妙

裁”。所謂大虛求實，大白求黑，計白當黑，就是這個道理了。 

 

張春新作品欣賞 

  

 
 

四、中國畫的疏能跑馬，密不透風與速寫  

 中國畫講究疏密的大起大落，疏要可走馬，密不能透風。即是通過這種線或

形塊組織關係使畫面一張一弛產生韻律、節奏。讓畫面跟著點、線、面的疏密組

合而跳躍閃爍，讓畫面生動起來。速寫時不僅整個畫面有疏密關係，而且每個形

體都有疏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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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寫在這裡展現了另一面風采，大虛大實和密不透風，任何美的事物都具備

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以及其目的性與規律性的統一，而所謂形式規律，是指生活

和自然中各種形式因素及其組合規律。這種外在的具有極強的形式感的組合規律，

即體現出的秩序化，不僅在感覺領域揭示了美的本質和規律，是內容與形式水乳

交融，組合為一體，而且可以脫離具體的內容，具有獨立於無相之外的審美價值，

從而構成形式美。 

 

 虛與實正是中國畫重要的形式因素的一對矛盾。潘天壽先生在中國畫的虛與

實上有精闢的論述：“無虛不能顯實、無實不能存虛，無疏不能成密，無密不能

見疏，虛實相生，疏密互用，繪是乃成。” 此當認為在速寫的運用上也是此道

理，任何存在的客觀物象已在筆下轉為主觀的造型，造型的存在是以虛實相成，

要做到實在而不呆板，實中見空靈之氣；虛不是空洞、無謂，則是空中能見意象

之物。速寫尤其是以筆疏意到為一般規律，正是疏密二字一定力爭把握到位。 

 

 疏密之說在中國畫的歷史發展中有諸多說法，也使疏密二字在美術史山呈現

出百花鬥豔之勢。使我們學習起來收益匪淺。清代的惲南天在《鷗香館集》上曰：

“人但知畫處是畫，不知無畫處皆是畫也。畫之空處，全域即關，即虛實相生髮，

人多不著眼處，妙在通暢皆零，妙雲妙境也。 

 

 惲南天道出了虛更難把握。因為虛生髮於實，實到什麼時候該虛呢。現在我

們在研究具體畫例時，都認為，畫作過程就該走極端為好。因為走極端才能生髮

個性。而藝術的真正價值就在其間——個性。而虛與實也正是促成個性的關鍵。

所以走極端則還有個“度”的問題。一味的追求“密”，乃至真不可透風，就無

藝術靈氣可言。“疏”也是此道理，陳半丁先生說道“密可走馬，疏可透風。”

也是此辯證道理，指密中有疏，即使最密之處，也不妨出奇制勝，有走馬之疏。

反之，“疏”應與“白”相同，“白”中有“物”， “疏”中有“像”。而疏

應無中有序，序中有馳，馳中有物，則疏而不漏，正如是黃賓虹先生曰之：“密

中密，疏中疏，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的道理也。 

 

 速寫，尤其是中國畫專業同學們，一定要多學中國畫論和熟讀相關書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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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寫中是觸類旁通，虛實相生，繁簡相托，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疏密構成

了畫面之節奏，既可以互補，又可以互生；虛以實救，貴在隨機應變；以實顯虛，

以虛求實，以疏襯密，密中求疏。  

 

張春新作品欣賞 

 
 

 
 

五、中國畫的散點透視與速寫 

 中國畫的散點透視是祖先留給我們最寶貴的一筆財富。散點透視解放了畫面

也解放了畫家 ，更解放了我們的視野。一有趣的例子：中國畫家和西方畫家各

自在兩平米的紙和布上作畫，畫的是“萬裡長江圖”。作品完成後，西方畫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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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了長江上的某一點，而中國畫家卻從金沙江畫到了黃浦江，沿岸的每個景點都

展視在讀者面前。中國畫的散點透視給藝術家提供了更廣闊的施展本事的空間。

速寫在生活中特別在收集素材時，充分利用了散點透視這一優勢。 

 

 在大山的深壑中，在大川的泛舟上，一丘一壑無不攬向自己的視野。畫家審

美情趣“篩選”著“定格”在自己眼裡的客觀景物，而在畫面上留下自己的主觀

符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得益於散點透視才能成為經典名句。置身於大自然

中的畫家可以不遺餘力，自己轉動 360 度的視角空間直取大自然所愛。通過速寫

將所用素材全部攬入囊中，而將無用之物，棄之原位不動。中國畫的傳統繪畫的

優勢因素在速寫中得到了應有發揮。 

 

 散點透視是中國畫藝術獨有的表現形式，是祖先留給我們最寶貴的一筆財富，

它使中國畫具有鮮明的民族藝術特色而獨立於世界藝術之林。在畫面形式的變化

上和經營物象的位置上，合理的運用散點透視使畫家在繪畫中可以遊刃有餘。 

 

 中國畫的散點透視是不固定視點,畫家以遊動的視線來觀察和表現物象，凡

各個不同立足點上所看到的東西，都可組織進自己的畫面上來，是一種突破了視

域局限的動態展示，不受自然和空間的限制，更多的是重視感覺上的適宜，在觀

察物象表現物象上更自由，更具靈活性,空間更大；而西方繪畫的焦點透視是把

視點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即在一個固定視點來觀察和表現物象，把客觀物象按

近大遠小的透視現象如實的表現出來，這種透視方法受空間的限制，視域以外的

物象不能進入畫面，繪畫的表現上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一有趣的例子：中國

畫家和西方畫家各自在兩平方米的紙和布上作畫，畫的是“萬裡長江圖”。作品

完成後，西方畫家只畫了長江上的某一點，而中國畫家卻從金沙江畫到了黃浦江，

沿岸的每個景點都展示在讀者面前。 

 

 自古至今，散點透視在中國畫的表現中得到不斷發展，也更加成熟，它解放

了畫面也解放了畫家，為中國畫藝術表現形式、表現手段提供了更為廣闊更為豐

富的施展本領的空間。在中國畫中為了突出主題，表現意境，畫家在構圖時不受

固定視點的局限，面對自然景物進行寫生時也不受視野的限制，採用移動視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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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方法，水畫家在觀察自然景物時，可以自山前而窺山后，自山左而望到山右，

可以轉著身看，也可以邊走邊看，不是靜止的，而是代之以遊動的視點。 

 

 宋代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引唐張彥遠的《畫評》說“王維畫物，多不問

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郭熙在《林泉高致》道:

“山近看如此,遠數裡看又如此，遠十數裡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

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

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 並指出畫家不應拘泥於定點觀

察物象，“人在西立,則山東卻合是遠景。人在東立,則山西卻合是遠景,似此如何

成畫?”應移動自身的立足點，從各個角度觀察物象，畫家在觀察選取景物時步

步移，面面看的辦法，在對景物進行寫生時，可以根據畫家個人的需要，前搬後

挪、東拉西扯、隨意取捨，任意添加，“立萬象於胸懷”，“隨心經營”。 遊

動的視線和不固定的視點觀察法，使畫家驅山走海，把相隔千裡外的山川景物巧

妙地組織在一起，把不同時間，不同季節，不同地點，不同空間景物表現在同一

幅畫中使描寫景物的範圍和主觀情意的容量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合理運用散點透視的典範,畫家採用“移

動透視”“不定點透視”的手法來處理場景大、人物多的畫面構成，從城郊到城

內，從橋上到橋下，從屋內到屋外，表現的場景與物象是以主題立意為主，充分

發揮畫家藝術的主觀能動性，正因為畫家合理的運用了“散點透視”方法,在創

作時經營位置的空間就更大，變化就更自由,因為它可以不受固定視圈的限制，

便於將不能出現在同一空間，同一時間之內的但又相互聯繫著的事物很完整地處

理在一幅畫裡， 使寬闊的視域容量使表現幅度有了更大的延伸性和可塑性，從

而可以更突出、更完整地體現作品的主題思想。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唐閻

立本《步輦圖》等都是合理運用散點透視的優秀作品。速寫在生活中特別是在收

集素材時，充分利用了散點透視這一優勢。 

 

 在大山的深壑中，在大川的泛舟上，一丘一壑無不攬向自己的視野。畫家審

美情趣“篩選”著“定格”在自己眼裡的客觀景物，而在畫面上留下自己的主觀

符號。石淘在《畫語錄•山川章》中說：“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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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也，予脫胎於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

之於大滌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就是得益於散點透視才能成為經典。置身

於大自然中的畫家可以不饋餘力，自己轉動 360 度的視角空間直取大自然所愛。

通過速寫將無用之物，棄之原位不動。所以速寫本上,或是已不是自然形態本來

面目的“小構圖”或是一棵樹、一塊山石、幾間房子、一組人物動態等等的局部

具體描寫，不一定是固定的具體的符合科學的“焦點透視”的場景。 

 

 散點透視給畫家在表現形式上帶來極大自由，畫面構圖的幅式也相應的不斷

變化。速寫充分吸取中國畫構圖幅式這一優勢，使得速寫的幅式不固定而多樣化， 

形式變化更豐富，更具特點，如團扇、半扇、冊頁等等。只要是能充分表情達意，

就沒有固定的格式和框子，而是隨表現內容的需要擇取最恰當的幅式,這樣也符

合了藝術發展趨勢要求藝術的各種表現形式多樣化， 中國畫的傳統繪畫的優勢

因素在速寫中得到了應有的發揮。 

 

張春新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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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國畫的意境與速寫 

 中國畫的意境是東方獨特的一種藝術內涵，它和中國的文化歷史是分不開的，

尤其在東方文學中，中國古詩詞對它的影響無處不在。古人對詩畫有這樣的評價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情畫意”成為品評中國畫的格調的最高標準之

一，這也說明中國畫很講究詩意。它給以寫心為主的中國畫基礎訓練提出了老問

題：速寫如何追求意境呢？ 

 

 速寫中的取捨關係著“意境”勝出。速寫對事物除了準確的描繪外，更講究

造型的洗練，用線的單純（這裡不是指單線）。在體驗生活中，面對複雜多變的

大千世界，主觀的主動是決定著取捨的關鍵，所以提高主觀藝術修養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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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包括美術史學的縱向和現當代的美學橫向發展資訊的瞭解，當然也包括技

術層面上新的含量。這能使得畫家對生活保持一種敏銳性，讓自己的畫面從生活

中主動脫穎而出。記住：“臨見妙裁”是船，修養是帆。這樣才能“一意孤行”，

到達速寫的最高境界。 

 

 中國畫的造型手段選擇線，它的形成過程也是一種抽象過程，線組成的形象

給視覺留下了無數想像的空間，也是留給了讀者更多的與作品對話的餘地。 

中國畫的已經要從中國人讀畫開始來講，從宋代折枝花鳥畫開始，中國畫的取捨

就已經成獨立裡一種繪畫語言。清代的李方膺題詩曰：“觸目橫縱千萬朵，賞心

只取兩三枝”這說明我們畫家面對繁華芬放的客觀世界，能主管的應目會心，特

別注意觀察事物中的主動性，既尊重物件但注重“借物喻情”讓客觀事物和主觀

的境界，適時的感悟達到一種難隱的心靈契合，以達到作起論風采，一發不可收

拾，一吐為快。 

 

 中國化的“物為我用”的觀察客觀世界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取捨手段，

正如東晉顧愷之所說的“臨窗妙裁”，使畫家理性的邏輯分析在這裡與自己直覺

的頓悟和主觀的手段達到了一種個性的昇華。在這個客觀世界的空間出入自如，

正如黃賓虹先生道之：“窮天地之常理，窺自然之和諧悟萬物之生機，飽遊躍看，

冥思遐想，窮年累月，胸中有神奇，造化自為我有” 中國畫觀察事物的方法使

畫家有了更多更高的主動性和靈活性。 

 

 速寫則正是在中國畫的這一觀察客觀世界和主觀取捨方法中，得到進步和完

善。 

 

 取，我們取什麼呢？1、取形 2、取神 3、取勢 

 

 取形： 

 形是客觀的形，既然用上了“取”字，則是取我們所需之“形”。這種主動

性在速寫中更能得到體現。速寫有相對獨立與客觀世界之外的品格。黃賓虹先生

說：“對景作畫更懂得“舍”字；追寫狀物，要懂得“取”字。取捨不自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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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可由人，懂得此理，方可染翰揮毫。” 黃賓虹先生說的好，“追寫狀物，要

懂得取。”“狀”是什麼呢，“狀”我所需之物“賞心只取兩三枝。” 

  

 取神： 

 在中國的畫論中，對客觀事物的審視為之“觀物”，將對自我抒發情感的主

觀提取的符號號稱之“觀我”，清朝劉熙載在《藝術概論》中闡述道：“觀物以

類情，觀我以德通。”前者“取形”為之“觀物”。後者“取神”為之“觀我”。

取形是為瞭解客觀事物的結構，造型法則，藝術規律，曉其理，傳物之真。“觀

我”則是在於“觸情生情”，是主觀的自己內化情感及精神世界裡將客觀的自然

世界的事物轉化為主觀藝術，提供物象依據的行為。讓“觀我”得以昇華為“我

神”，使客觀的事物注入主觀的藝術生命。讓“觀我”附體“觀物”。以形寫神

即所謂“取神”，就是讓自己的藝術認識和藝術手段成為物象的主體既生命。 

 

 “觀我以通德”。何為“德”呢？“德”即為“道”，老子認為道是不能傳

的，只能悟之。道即是人生最高境界，所以老子有“道之道非常道”之說。為繪

畫來說“通德”即是“通道”，是“取神”，也是最高境界，正如“ 妙悟於神

會”。而速寫正是物與我，形與神的樞紐。人類在藝術事件中最先做到觀物進入

觀我快感的幸福瞬間就來自速寫。速寫是通向中國畫意境之道。 

 

 “取勢”： 

 “取形”“取神”所說的均為物象造型中速寫的學與悟道理。“勢”指的是

對畫面對整體的控制和把握的最高境界。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說道：“遠望

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我們學習速寫，對客觀物件的觀察方法十分重

要，畫面的完整是速寫完成的最高審美指標。所以畫面的整齊尤為重要。郭熙道

出了這一道理。告訴了我們華中得到觀察方法。整體尤為重要，“勢“是畫面完

整的標準，在畫速寫中我們一定要注意宏觀和微觀的把握。在畫速寫的過程中，

自己可在可視範圍內遊移挪換，自由馳騁。以宏觀大的氛圍而把自己與客觀事物

置身於其中。讓大的環境打動自己使自己置身於衝動之中，而自己和物象均在大

自然的氣場之中，受其氣韻的影響，讓自己融入大自然之中，正如宋陸淵在《雜

說》裡所講”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把主觀的我和客觀的事物融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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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之勢之中，然後取其勢，而不是得其物而丟其勢。只有把自己的衝動置於大自

然中，自己的畫才能有生命，速寫的過程尤其是這樣，畫的氛圍比形更重要，形

與勢，勢比形更重要。 

 

 取形，取神，取勢，三者幾乎是各不相干。但三者均屬於速寫中不能分割的

一個整體，而且是融會貫通。要想把速寫畫的出神入化，三者均是缺一不可的。 

 

 速寫的意境和取形，取神，取勢是相輔相成的。當然需要自己的文化修養的

完善，包括執著的學習精神。 

 

張春新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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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速寫是人們認識和反映自然形態最簡潔，最概括的表現形式。它是藝術家最

純真、樸實的情感及最具個性的流露,是藝術家真情實感的媒介反映。一件好的

速寫作品,無疑是形式與情感的完美結合,是畫家內在需求的情感體驗。它體現出

畫家對客觀世界認知的一定狀態，凝結著藝術家與生俱來的精神資訊和審美情結，

也表現著人們對美的思考與困惑。好的速寫作品除了造型準確、結構嚴謹、動作、

神態生動以外,更多是表現出了藝術家的情感,正如法國繪畫大師馬蒂斯說的:好

的繪畫作品最重要的是表達內心的感受和情緒,以一種簡化的方式使表達出來的

東西更簡練、更率真,輕快地直接走入觀眾的心靈。人們借助情感，發掘和傳遞

著人類藝術的成果，而速寫這門歷史悠久的藝術所擁有的一切豐碩成果，事實上

完全融合在藝術家情感內涵的體驗之中。藝術的感悟源於對生命的體悟，對物象

本體的深刻體悟是藝術家標舉自我藝術風格的關鍵。速寫的表達過程離不開藝術

家悉心體物，離不開獨到發現，離不開藝術家對自然萬物突如其來的審美情感體

驗。好的速寫作品不能不歸功於畫家平日仔細觀察物象而爛熟於胸，在自然物象

中融入人的情感，在面對自然萬物時以通達物性俯仰天地的情懷來養育自己的心

性，用心靈去解讀自然物象的萬般風情。通過對自然萬象的會心體察積澱描繪的

激情，陶鑄出屬於自己的速寫造型表現語彙，飽含了對生命的欣賞，陶醉與讚美，

表現人之情，物之韻，能以己之心，攝物之情，寫形之意，情之所致不拘於法的

超脫。讓物象的氣質和速寫語言品格在畫面上共同呈現，速寫貫穿著對作者自身

情感體驗的探求，並進而追求自然與內心的融合、同一。切實的情感體驗提升了

速寫再現客觀世界的意義，使速寫在沒有脫離自然，現實的基礎上更加藝術化，

是畫家與客觀物象之間一種深厚的神交同構，洗練的藝術形象背後隱藏著畫家對

生命的理解與感悟。當一個畫家開始尋求自我的獨立人格和在繪畫中逐漸顯露出

自我情感體驗的審美特徵時，也就標誌著他的速寫表達走向了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