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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瓒，“元四家”之一，他的作品简约不失空灵、平
淡不失天真，笔墨不多却又富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表达；虚
处使人产生很多联想，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大境界。倪瓒
在大自然纯粹世界中的体验、感悟，使作品达到了全新的
高度，走向一个超脱的世界，超越了时间空间，并创造了
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和气质。

倪瓒身处元代，民族关系复杂，汉人地位低微，不被
重用。一些艺术家更愿意寻求自然之乐，是解脱，也是逃
避。倪瓒幼年生活丰裕，家藏画卷无数，耳濡目染偏爱书
画。他从思想到行动都极为自由，得林泉之乐，于自然山
川的审美关照中融化自我，甚至物我两忘。元代绘画的重
点已不再是客观对象的真实再现，而是侧重笔墨的趣味，
用笔墨抒发情感，倪瓒言:“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以自
娱。”在这个过程中，画家的主观情绪、审美观念，都得
到充分体现。因此，在宋人看来，寒荒、萧疏、简淡等难
以在绘画中表现的感觉，都在元代画家那里得到轻松的呈
现。尤其是以倪瓒为代表的山水画将简约的形式感推向了
颠峰。

倪瓒创造的新的艺术语言呈现简约之美，可以从四个
角度来分析和探讨。

一、笔墨特征

倪瓒用笔用墨与同时代画家差别很大。大部分画家中
锋用笔，但他不以中锋为主，特别是画石头，喜用侧锋皴
擦，勾勒简而又简、随心行走，树干苍厚单纯，用笔虚多
实少，树干时而中锋，时而侧锋，墨色淡而虚，入锋和收
笔都是虚入虚出，笔与笔之间没有痕迹，复勾笔衔接自
然，很难察觉，因此他的作品笔法极难临摹。淡和干是倪
瓒在墨法上的特点，有人称之“惜墨如金”。放眼望去，
一张画上迷迷茫茫，东西不多，虚虚实实没有重(墨)色，只

有若隐若现的几笔横折线和几个聚散有节奏的墨点散落在
画面上。虽然各种物象都不重，但极其生动。

二、布局样式

倪瓒的作品有他典型的风格——— 三段式，近、中、远
三景，加上三或五棵小树，一个亭子和几块坡岸，寥寥几
笔就准确而形象地勾勒出太湖一带风景的特征。倪瓒的代
表作如《容膝斋图》，近景是一组石块和五棵小树，中景
亭子一个和两个坡岸一角，远景是远山。这是典型的倪瓒
式的布局特征，又可称为三段式构图。这种构图的优势是
让人对画面一目了然，景物之间关系明确、醒目、简洁，
让人轻松愉悦，有很强的辨识度。这种布局对笔墨能力方
面要求甚高。每一处看似不经意却又经意之极，笔墨少之
又少，画面空间空旷通透。空白常常代表无边无际的太湖
水，有时占据画面三分之二，特别是竖幅作品，在这种大
片空白的空间里，倪瓒喜欢题长款诗文，书法常用小楷，
追求晋人风度，有钟繇之神韵，又加入自己写意之精神，
或题于中景和远景中间空白处，或题于左、右上方空白
处，多则十几行，少则七八行，形成一个方正块面，与画

面形成新的节奏和韵律，这也是倪瓒典型的章法布局特
征。

三、外师造化

倪瓒善于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写生和体验感悟，用最少
的笔墨体现最丰富的自然规律。如《容膝斋图》前景的五
棵树，分成两组，一组三棵，一组两棵，三棵一侧两正，
两棵一大一小，大有叶，小只枝无叶。生活中的树木一般
都会在树头有一两枝无叶的枝干，树叶朝南的方向长得密
而多，朝北的那一方树叶少而疏。另外四棵树枝叶类型姿
态各异。五棵树，寥寥几笔，却抓住了所有树木的共同特
征，并表现了出来。

四、中得心源

倪瓒的画面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石。他超迷画
石——— 特别是太湖石，堪称第二个苏轼。这与他所生活的
环境有关系。在晚年，他以游山玩水为主，漂泊不定，足
迹遍及浙江各市如宜兴、吴江、湖州、常州、松江一带

等，以诗画作为主要兴趣和目的。这时期，也是倪瓒绘画
的鼎盛期。他主要描绘的是太湖一带的风景，山水之间，
清幽而秀丽，通过用心观察和年少时领悟传统的能力以及
眼界，天时地利人和几乎都具备，加之对自己生活的环境
熟悉，于是通过提炼、概括、夸张等手法，创造了简静于
一身的构图形式和笔墨技法，意境简约而平淡，清清静
静，有不识人间烟火之感。同时他喜欢在石头旁配上不同
的竹或树，竹如嫩竹、篁竹、晴天之竹、雨天之竹等，不
同时期、不同季节的竹子姿势感受都不同，或正或侧，或
高或低，变化丰富，简而不俗。这就形成了倪瓒的主要特
征元素。

元之前的宋代，特别是北宋，占统治地位的画家作品
基本以全景式构图为主，如郭熙的《早春图》，范宽的
《溪山行旅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等，倪瓒家藏丰
厚，少年时期对前朝作品反复揣摩学习，全身心地沉浸在
读书作画的乐趣中，并从中提炼、凝华，形成自己的独特
视角和笔墨语言。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
作，无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为
复命。”老子所谓的静，是大道之门。而倪瓒作品中就透
露出这种静的状态。每一个时代的大艺术家如果要有所建
树，必须是超越自我，思想高度自由，不受世俗的牵绊和
禁锢。而倪瓒后来生活的变迁，不得不让他开始了一个人
的自由和无拘束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恰好也符合上述
条件。

综上四个方面，不难看出，艺术语言的形成和个人的
生活环境、人生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简约美是一种
高度的审美范畴，倪瓒用自己的大半生与青山绿水为伴，
沉静于大自然，身心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共鸣，悟得了自
然山水的真性情，山水亦为他所抒怀，将心中的孤寂、无
奈通过一勾一画之间，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山水画中。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浅析倪瓒作品中的简约之境
□ 陈金梅

中国画里讲究的墨色与线条在西洋画里叫色
调与结构，这是支撑一幅绘画作品的两个基本条
件。在很多当代绘画作品中，作者刻意减弱一
方，就等于加强了另一方，从而使画面更具个性
化。如张仃先生的作品，用焦墨的线条代替了
“色”和“调”，使画面刚劲有力；又如田黎明
先生的作品，减弱了画面中的“线”，从而凸显
了“色”和“调”。

我们今天理解的绘画，可能与古人的“以形
写形、以色貌色”不同，因为我们明白了“目有
所极”的道理，原来绘画可以来表现不那么直观
的东西啊！那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精神”。
这“精神”是“澄怀观道”的精神吗？非也！
“澄怀”是澄清、清净胸怀之意，是必须按照要
求一步一步达到的境界。而说到“精神”，却是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神。

当然只有“精神”是不够的，要把精神表现
在画面上，还要用到绘画的两个基本条件：墨色

与线条，或者说色调和结构。于是为了追求不同
的“精神”，我们努力在“墨”与“线”上做文
章，让它更接近个性“精神”的本意。这样一
来，我们必须要超越“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
直观视觉体验，挖掘出更深层次的视觉感受，即
“精神”本质。这“精神”本质往往是极具个性
化的，是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

从倪云林的淡泊，到黄宾虹的浓重，不同的
“墨”与“线”给我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精
神”体验。“精神”的本质是什么？“精神”在
画面中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精神”又是怎样
通过“墨”与“线”传达出来的呢？

“精神”应当是时代生活体验的提炼。每个
画家的生活不同，感悟也不同，于是就呈现出千
差万别的艺术风貌。“精神”是绘画的灵魂，它
依附于“墨”与“线”之中，悄然无息地向我们
传递着生命的讯息。

（杨恩国）

画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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