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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中提到：“要

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在我国传

统宝贵文化遗产中，中国传统水墨画属于重要的构成内

容，所占据的地位不可估量，已经得到社会大众统一的

思想共识。加强中国传统水墨画的传承和创新，可以将

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充分展现出来，将中国传统水墨画

的审美价值充分凸显出来，从而将中国传统水墨画积极

推向全球、世界。同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也促使是水墨画的受众群体和审美需求

发生显著变化。

一、现代转型中的水墨画

在古代创新理念的萌芽中顾恺之首次在其画论中提

出“传神论”，强调“传神写照”、“以形写神”、“迁想妙

得”等概念，认为“神”是人物画的表现核心，艺术的

优劣等次皆以“传神”为标准。这一理论为后来的国画

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宗炳受道家思想影响，提出“山

水以形媚道”的观点，强调画山水要突出山水的“神”。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论，进一步丰富了国画

的理论体系。

回眸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百年历程，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是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源发点。彼时，主张以

“民主”“科学”“进步”“创新”推动了中国美术的现代

转型。他们的目光聚焦到西方的写实主义上，价值指向

由写意到写实。20 世纪 80 年代的“85 美术新潮”，中国

现代美术思潮发轫。相较于之前遵循的“折衷中西，融

汇古今”的中国画变革思路，此时的现代水墨倡导用水

墨重新演绎西方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产生了重大的

当代性发展。21 世纪信息时代的来临及新媒体的广泛运

用，尽管社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了影响，但驱

动力还是来自于科技的发展。中国画在这一时期也在不

断探索现代转型之路。这已经说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现

代转型与创造已存在。

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开放性，中国

美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多样性，出现了“新水墨”、“新山

水”、“新文人画”、都市水墨、新工笔等艺术现象。这些

新形式在观念上摆脱了传统笔墨的限制，迅速吸收了西

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各种流派，注重水墨的材料性和媒介

特征进行艺术创作。现代水墨画家通过“静观”的方式

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意象符号，并将其融入绘画创作中。

这种融合不仅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赋予

了水墨画新的时代特征和表现形式。

在发展过程中，艺术家们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各

种形式观念，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

但并非简单模仿，而是作为批判工具，以此来寻找将传

统水墨画转换到现代的新途径。现代水墨画的转型不仅

是形式上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它体现了现代精神的注

入与现代性变革的艰辛，涉及继承文人画传统还是更广

阔的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如何结合现代社会需求进行创

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且打破了传统水墨画的语言程

式和规范，自由运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常见的挪用、

变异、错位、拼贴、抽象等表现方式，来表现个性化的

观念或思想。

现代水墨艺术在技术手段和题材选择上的创新，以

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体现了艺术家对中国传

统文化价值和现代社会中艺术功能的深入思考。当前在

数字时代下，中国水墨艺术也尝试与新媒体艺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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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艺术结合数字科技的多种表现形式，去挖掘水

墨艺术的数字转译，实现水墨艺术与大众，水墨艺术与

生活的超级链接。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一些现代水墨艺术家开始意识

到“中国性”建构的本土价值，并努力回到自身的语境

中。他们在表达个人当下感受时，对传统有很好的借鉴

与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开始迈向“再中国

化”的过程。

这些影响表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现代转型与创新

研究在传统文化方面，既保留了传统元素，又积极吸收

和融合了现代艺术和科技的成果，形成了独特的现代

艺术风格。发展至今，中国画受个方面的影响已不能

避免了。

由于当代都市文明与世俗文化的无所不在，当代画

家面临多样的精神文化领地，对于国内，水墨画与“道

家”文化的兴衰变迁有着极深的渊源。在这种艺术影响

的深刻作用下，人们在感受到危机的同时，也开始寻求

对外的探索之路。而在中国传统艺术领域中，没有哪一

种艺术形式像水墨画那样经历了如此剧烈的变革。“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造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家和规模宏

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养成既

吸收外来因素，又保持本土文化特征的自觉意识，并以

一种更为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本土文化资源。事实证

明水墨画不仅没有因西方艺术的影响而衰落，也没有因

保持民族特性而停滞。而是在这两难中开辟着更开阔的

生存空间。

二、水墨画的转型创新实践案例分析

一是走西化改造的路径，例如徐悲鸿等人留学海外，

深受西方绘画影响，他们回国后致力于将西方绘画技法

与中国画相融合，推动了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吴冠中

在 1980 年代开始以水墨为主要创作媒介，这一转变标志

着他艺术风格的重大转折。在《周庄》中不仅仅是一幅

描绘江南水乡古镇的画作，更是一次跨越传统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的艺术革新，他成功地将传统的中国水墨画

技法与现代的抽象表现手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既具有

东方神韵又不失西方现代感的独特艺术风格。

他将绘画元素简化为点、线和面，这种简化并非简

单的形式主义追求，而是为了更好地突出画面的主题和

意境。通过点的密集排列、线的流畅勾勒和面的整体铺

陈，他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充满韵律和节奏感的视觉空间。

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将东方的线条艺术与西方的块面

造型相结合。他用黑色细线勾勒出周庄古镇的飞檐翘角、

栏杆与窗棂等建筑元素，既体现了东方绘画的精致细腻，

又蕴含着西方绘画的结构张力。同时，他还通过块面的

整体铺陈来营造画面的氛围和意境，使得整幅作品既有

层次感又有立体感。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达到了圆熟的平

衡。画作中的建筑、河流等元素虽然具有一定的具象性，

但整体画面却充满了抽象的韵律和节奏感。这种平衡不

仅体现在画面的构图和色彩上，更体现在吴冠中对艺术

理念的创新和追求。《周庄》所表达的深刻意境和“新意

象”是吴冠中艺术创作的核心所在。他通过对周庄古镇

的深入观察和体验，捕捉到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和生

命力。同时，他还通过创新的绘画语言和表现手法，将

这些感受转化为具有独特形式美感和深刻意境的“新意

象”，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梦幻的艺术世界。

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路径，例如齐白石将民间

画与文人画、传统艺术元素与现实生活、意象与具象、

写意与工笔等有机结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求创新。

晚年进行了著名的“衰年变法”，跳出藩篱，自成新貌，

培育出清新雄健、朴茂明丽的独特艺术风格，开创“红

花墨叶”一派，最终把中国画提升到新的审美境界。

其作品《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采用了传统的竖构

图，以山涧流水为主线，将观众的视线引向画面深处。

在布局上，画家巧妙地运用空白和留白，使画面呈现出

虚实相生的效果，增强了画面的艺术感染力。在这幅作

品中运用了简洁明快的笔墨和独特的技法。他用浓墨重

彩描绘了山涧的岩石和流水，用淡墨勾勒出蝌蚪的形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皴擦、点

染等技法，使画面更加生动逼真。其作品意境深远，寓

意丰富。画面中的山涧流水象征着生命的源泉，而蝌蚪

则代表着生命的延续和希望。通过这些元素的巧妙组合，

画家表达了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也寄托了对

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这幅作品中展现了他独特的

艺术特色和创新精神。此外，他还巧妙地将传统水墨画

技法与现代审美观念相结合，创作出了这幅既具有传统

韵味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作品。

三、水墨画的转型与创新的利与弊

创新能够赋予水墨画新的生命力和活力，使其在现

代社会中继续传承和发展。通过结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技

术手段，水墨画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在

艺术表现力中创新可以丰富水墨画的表现手法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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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能够更好地表达现代人的情感和思想。传统水墨画

与现代创新的结合，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契机。

通过借鉴西方绘画技巧，并结合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精髓，

艺术家们创作出了既具有东方韵味又融入西方元素的作

品，例如，通过引入新的墨色、笔触和构图方式，水墨

画可以呈现出更加多元和独特的艺术效果；有助于水墨

画与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推动艺术的

多元发展。水墨画可以借鉴其他绘画流派或文化元素，

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从而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展现

中国文化的魅力。

水墨画的现代转型与创新，不仅是对传统艺术的传

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重新

诠释和创新实践。这种创新不仅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

自信，还提升了民族认同感。通过欣赏和创作水墨画，

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

内涵。例如：刘国松是当代水墨画创新的重要代表人物

之一。他的作品突破了传统水墨画的技法限制，通过运

用现代材料和技术手段，创造出了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

作品。他的“纸浆画”系列作品，就是将纸浆与水墨相

结合，创造出了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的画面效果；徐冰

的《天书》系列作品，则是将中国传统书法与现代设计

相结合，通过创造一种无法解读的“天书”文字，探讨

了语言、文化和认知的边界。这种创新不仅挑战了传统

书法的表现形式，还引发了观众对文化身份和认知方式

的深刻思考。

当然过度创新可能导致水墨画失去其传统的韵味和

特色。如果过分追求新奇和独特，可能会忽略水墨画本

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使其变得过于现代化而失去

传统美感。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创新手段可能会

过度依赖技术设备，如数字水墨画等。虽然这些技术手

段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艺术效果，但过度依赖可能会削弱

水墨画作为传统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如果创新过于迎

合市场需求，可能会导致水墨画的质量下降，出现一些

粗制滥造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缺乏真正的艺术价值和

文化内涵，从而影响水墨画的整体形象和声誉。例如：

部分创作者在创新过程中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

片面强调现代元素的融入，而忽略了传统国画的核心精

神和技法内涵。例如赵寒翔以色代墨，对“水墨为上”

的中国画的传统进行彻底的颠覆。既不讲究章法更无布

局可言，抛弃了中国画以精心巧妙的布局至上的传统。

用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与技巧来表现中国画的意蕴；魏

立刚当代水墨作品这种从材质到表达上彻底颠覆的创新

让当代水墨的处境十分尴尬，传统水墨需要在新的时代

寻求更迎合现代人审美的变化，而当代水墨却一直不被

认可。当代水墨是对传统水墨的一种突破，还是昙花一

现的实验艺术？

结语

随着当代的科技与技术的发展现代转型与创新研究

是否能彻底的转型成功呢？这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艺

术家们不断探索和实践。通过技法与媒介、内容与主题、

构图与形式以及受众与传播等多方面的创新，水墨画艺

术已经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和时代感。未来，随着科技

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水墨画艺术将继续与

时俱进，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传统

水墨画艺术的现代转型与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

扬，更是对现代审美的回应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艺

术家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思维，不断推动水

墨画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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