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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创作意境分析
中国画作为我国国粹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是中

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意境则可以被看

做为中国画的“灵魂”，这是因为在创作

时必然涉及到意境的构建，且作为艺术

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境是作品能

够打动人心并形成共鸣的先决条件，中

国画作品中的意境通常富含着深刻的哲

理，为此本文针对中国画意境的表现进

行分析并基于此探究中国画创作意境的

构建。

意境指的是艺术作品中描绘的生活

场景，及人事物与所要表达的情感之间，

的一种艺术境界，是中国画，在创作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我国传统美学

向来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予以高度重

视，早在诗经中，便有关于意境的相关描

述，中国画意境特指在描绘各种景物，使

用于表达某种思想情感及其艺术内涵的

艺术境界，体现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一、中国画创作意境的表现分析
第一，中国画创作意境具备真实性

特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具有一定的

主观性差异，这是由于创作主题在生活

方式以及人生态度上的不同而造成的，

却不同观赏者感受到的意境表达也不尽

相同，由此可见，中国画创作意境还具有

主观性特点。作为中国画的核心内容，

艺术家基于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进

行创作与加工，实现了意境的有效构建

并展现了其独有的魅力。

第二，中国画创作意境美表现为“画

中有诗”。“画中有诗”指的是中国画在创

作意识与创作方法方面的有机融合，可

以看做是画的“诗化”与“文学化”[1]，这
是由于中国画与诗歌之间本身具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且二者的创作手法较为相

似，都是创作者头脑对想象出来的形象

进行的加工，可用于表达主观感受。

第三，中国画的意境美表现在“气

韵”之上。气韵是中国画在创作时较为

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绘画美学的重

要准则之一，同时也是每一个创作者所

追求的理想艺术境界，不仅可以表现为

线条的粗细长短，还可以表现为下笔的

轻重缓急，在色彩的选择与搭配等方面

也颇为讲究，中国画与书法艺术之间有

着密切的关系，创作时以毛笔为主要工

具，其骨法用笔较为特殊，一切客观事物

都是不断发展着的且尤其独特的发展规

律，经艺术加工后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艺术韵律。

二、中国画创作意境的构建分析
（一）以实像与虚像的结合为基础

中国画创作意境的构建以“意象”的

完整为基础，而“意象”又可以按照一定

的标准划分为“实象”与“虚象”这两种，

只有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够实现对

作品意境的准确表达。顾名思义，“实

象”即为客观存在的人、事、物的具体表

现，而“虚象的概念则较为抽象，这是一

种不同于客观世界的新镜像，已不再是

自然界纯粹事物的客观反映[2]，在表达

绘画作品中的事物时，尽可能涵盖了创

作者各自的主观意识形态，为此二者相

互对立又彼此联系，而在中国画创作过

程中，需要创作者依据事物的不同情况

进行相应取舍，从而构建一种新的意境。

（二）以形似与神似的联动为重点

纵观中国画作品可知，其创作以“以

形写神”为主要创作原则，所说的“形”指

的是创作者在观察自然事物时得到的客

观认识，是与创作意境中的“境”相对应

的概念，但中国画的创作是基于世界万

物原本的样子，更加强调意境的后期营

造，即创作时不光要写景，还要突出创作

者的真情实感。由此可见，“神形结合”

的实现必然要以创作者的客观观察为重

要前提，即对“形”的客观描述是中国画

创作的先决条件，而“形似”与“神似”使

得作品表达更加到位、情感情绪更加真

实，中国画的独特魅力也由此展现的淋

漓尽致。

（三）以“象与意”的交融为核心

分析中国画创造过程中的“意”与

“象”的应用可知，二者相互联系又相互

作用，其中“景”指的是可以直观看到的，

是有形的，而“意”是无形的，需要用心去

感受的，因为有“象”才有“意”，为此“意”

必须附著于“象”相而存在[3]，而二者的

深入交融才能使中国画作品的艺术价值

德得以完美的展现。“情景交融”一直以

来都是中国画创作的重要原则，“情”的

产生必须依托于实际的“象”，为此，我们

常说的“立象”就是指选定某一具体的物

像，而“立意”则是基于某一客观物像而

进行的情感表达，分析中国山水画可知，

其创作意境强调情景的融合，“以景抒

情”及“情景交融”等创作手法最为常见，

体现了创作者的主观情绪及感受。

三、结束语
中国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

表现形式，经长期发展后，已然形成了系

统的理论体系，而意境的构造一直以来

都是中国画创作的重点内容，“意境美”

需要情与景的深入融合方可展现，为此

也被视作中国化的灵魂所在，逐渐成为

了衡量中国画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为

此本文针对中国画意境的表现进行分

析，并针对“实与虚”、“神与形”及“象与

意”等方面来探究中国画创作意境的有

效构建，希望以此加深对中国画创作意

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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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动物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胡润艺术榜百位在世国宝级艺术家之

一，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特聘客座教

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

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文促会水墨画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京华美术馆中

国花鸟画艺委会副主任，全国少年儿

童书画大展评委。当代最具学术价值

与市场潜力的 30 位画家之一。最具

收藏价值与诚信的 50 位花鸟画家之

一。中国最具收藏价值与品牌的 20

位画家之一。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美协

主办的全国美展并多次获奖。多次在

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及名家联展。作

品在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泰

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展出。多幅作品

作为国礼赠送许多国家领导人。博物

馆，艺术馆，中国美协，企业集团及海

外人士收藏。作品在国内外顶级拍卖

行如保利，瀚海，中孚，嘉翰，新加坡罗

杰，美国罗素等拍卖行均有成交记

录。创造单幅成交记录 343750 元每

平尺。2011年成为中国艺术杂志最受

推崇的封面人物。连续三年入围胡润

艺术榜百位在世国宝级艺术家。2021

年参加北京地铁《艺术中国》主题巡

展。2022 年于北京中国书画院举行

“虎啸山河基业永固～胡润榜国宝级

艺术家吕维超个人精品展”。作品发

表于《美术》《美术大观》《国画家》《美

术界》《东方美术》《鉴赏收藏》《美术

报》《中国画家》《艺术收藏》，出版个人

作品集《盛世典藏～当代中国画名家

精品荟萃吕维超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