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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与不似 中国画美育专栏（三十）

张国樟（浙江省文化馆副馆长）张国樟（浙江省文化馆副馆长）

齐白石老人曾经说过，作画要一半写神，一半

写形，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

世。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包含了齐白石一生画画

的心血，大概意思是说绘画作品不能太逼真，这样

太俗气，但是又不能画的让人看不懂或认不出来，

这是对群众的不尊重。所以中国画不能拘泥于物

象外在的形象，而应该抓住物象特有的内在本质，

发挥艺术想象，探究本质的东西。把这种本质的

属性和趣味画出来，呈现给观众。

齐白石是以花鸟画为主的，与似与不似相对

应的意义，从山水画的角度，美妙在于混沌和清晰

之间，太直白就不够美了，缺少味道。当前许多画

家对“实”表现得十分精彩，对“虚”表现得反而很

弱，因此也就很难画出“神”与“韵”的意境。任何

艺术作品如果让人有参与和想象的空间，就是美

的和成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感悟，月亮是

在朦胧的时候是最漂亮的；大山是云雾缭绕的时

候是最有意境的；苏州园林由于一步一景曲径通

幽，虽然面积不大反而世界著名；女孩是在半遮半

▲近现代—傅抱石—烟波泛舟美析：这张作品的湖水

烟波画的非常混沌，而两人一舟却非常清晰，形成了对比的美感。

▲近现代—傅抱石—九老图美析：傅抱石对白居易的诗境亦颇为向往，《琵琶行》《九老图》都是取材于白居易的诗。傅抱石的作品绘画高古，他笔下的《九老图》

意境相当的高，九老，亦称“香山九老”、相传唐朝时，由胡杲、吉玫、刘贞、郑据、卢贞、张浑、白居易、李元爽、禅僧如满等九位七十岁以上的友人在洛阳龙门之东的香山结

成“九老会”。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三月某日，他们在白居易家中聚会，欢醉赋诗，作九老诗，绘九老图。画中描绘了白居易和八位老者，四位侍童，在一片广阔

的树林中或立或坐，神情轻松，读书绘画，侃侃而谈。四位童子磨墨、梳头，忙而有序。整个作品的笔墨与气韵十分到位，几棵苍老的大松树用傅抱石著名的散锋乱皴笔

法看上去散乱淋漓，元气十足。而人物刻画却十分精致高古传神。

▲近现代—傅抱石

—虎溪三笑图美析：傅抱

石，中国画家，美术史论

家。江西新余人，早年留

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中

央大学艺术系。擅长山

水、人物，在传统基础上融

合中西画法，并师法自然，

崇尚革新。这幅画作中三

笑的故事源远流长。东晋

时有位高僧法号慧远，交

游广泛，与很多名士都有

往来。相传他曾住在庐山

西北山麓的东林寺中，潜

心研究佛法，为表示决心，

就以寺前的虎溪为界，立

一誓约：“影不出户，迹不

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

有一次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过访，三人谈得极为投契，不觉天色已晚，慧远送出山门，怎奈谈兴

正浓，依依不舍，送出一程又一程，忽听山崖密林中虎啸风生，发现早已越过虎溪界限了。三人相视

大笑，执礼作别。“虎溪三笑”的故事在唐代就已经流传开来，是当时思想界佛、道、儒三教融和趋势

的一种反映。画作中几棵参天大树水、墨、色三者相互渗透融合，显得非常混沌，甚至浑在一起。作

品呈现出酣畅淋漓，华滋厚重的美感。笔墨上浓淡相映成趣，富有诗意。三个人物却清晰可见表

情，举手投足间似乎能听到了他们的笑声。

掩的时候最迷人，古代的时候把“犹抱琵琶半遮

面”形容为最美的姿态。小说电影在悬而未知疑

而未决的时候最引人入胜，中国画也是如此。我

们在观赏的时候如果一眼看到底了，就不会在画

前停留。往往是那些在笔墨意境等方面，让人值

得回味的作品，会久久驻足不肯离开。国画大家

黄宾虹、傅抱石等等，他们的作品无不如此。傅

抱石先生的山水树林很混沌，元气淋漓，然而把

人物和亭台楼阁画的又很清晰。如虎溪三笑图

等作品无不如此。傅抱石的画以深厚的底藴，将

技法和感情统一在一起，开创了不尚拘谨、不事华

饰、虚实大气、混沌华滋的画风。所以，我们在审

美一张画的时候需要把握，清晰和混沌的关系。

历史上，那些画的很像一眼而看透的作品算不上

上品。

中国道家对美的认识是客观的、辩证的，在

道家的美学理论中没有绝对的“实”；也没有绝

对的“虚”，无论实与虚都是在相对平衡状态中

的实与虚关系，因此，在中国画的艺术表现中才

会出现“若隐若现”“似与不似”的美学意识。以

中国的哲学观来认识中国画的似与不似，我们

可以去想象和理解了。在审美上有所感悟了。

虚实的概念也就是混沌和清晰的关系，就是似

与不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