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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水画，简称“山水”，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在魏晋、

南北朝已逐渐发展，但仍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的居多；隋唐始独立，

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

墨山水等。

    五代、北宋山水画大兴，作者纷起，如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

范宽、许道宁、燕文贵、宋迪、王诜、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

孟、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南北竞辉，达到高峰，从此成为中国

画中的一大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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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

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的画风虽

各有特点，但都是从五代董源、北宋巨然发展而来，重笔墨，尚意趣，画

中结合书法诗文，是元代山水画主流，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

二、中国山水画形式构成的美学意蕴一、中国山水画发展概述 三、中国经典山水画作品鉴赏与分析 四、云端看展

青卞隐居图 
富春山居图 （剩山图）



      中国山水画不但是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更

是为华夏古今各民族的人们提供了云烟供养、修身

养性的媒介。通过山水画，古代先民可以表达隐入

山林、超凡脱俗的高古情志，当代今人则可以通过

不同地域的风光表现美不胜收的景致，表达人生态

度和追求。进而展现对山水人文精神的理解，诠释

其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山水画中延续至今的“冲和

平淡”以及“物我合一”的和谐境界，仍是山水画

独具魅力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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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李成《寒林平野图》

     绢本，图绘萧瑟的隆冬平野中，长松亭立，古柏苍虬，

枝干交柯，老根盘结，河道曲折，似冰冻凝固，烟霭空

蒙而至天际。《寒林平野图》中的松针，线条挺直，极

具功力，所绘树枝，无论粗细，均呈弧曲形，将线条的

力度发挥到了最大程度。树枝是弧曲的线，谓之“蟹

爪”。充满力度的曲线，是中国画最优美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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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马麟《寒林平野图》

     图中绘一文士斜坐在一卧地松上，静听着山涧旁的松

涛之声，近处绘一童子持扇侍立。文士在侧耳倾听，全

神贯注，目略斜视，似乎在辨别松声之源，出神时不知

拂尘已失落在地。文士几乎是袒胸露腹，显露出放逸不

羁的个性。画上有理宗亲笔题的“静听松风”四字，题

字下铃有“丙午”篆书阳文印，画的左下角款“臣马麟

画”，右下方钤“缉熙殿宝”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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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宗炳《画山水序》

     宗炳字少文，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喜欢游山玩水，对山水之美

有着更深刻和独特的认识，为他写《画山水序》奠定了基础。

     《画山水序》是宗炳在其晚年时所作的，这时的他对山水画有了更

成熟和深刻的认识。《画山水序》更像是一篇散文，而不是严谨的学

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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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的形式

2、山性即我性、水性即我性

3、流转不息的四时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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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帆楼阁图》：绢本设色，描绘春天游人踏春的景象，

以俯瞰的角度，将山、树、江水和游人融汇一处，江上泛舟、

山中树木茂盛，游人穿梭其中。远景江水荡漾，几叶扁舟凌

驾于万顷茫然之上，近景中江岸错落有致，桃、松、竹等树

木郁郁葱葱，楼阁庭院在山石树木间若现。坡岸之上，两人

正临水驻足，赏春抒怀；四人沿山上小路而来，主人骑马，

三个仆人或引领，或挑担，或提物，前后簇拥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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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五代荆浩《匡庐图》：绢本水墨。

    近景：一泓涧水，一叶扁舟，船夫撑篙正欲靠岸，似乎将

观赏者带入画境。由石坡而上，山麓画有屋宇院落，竹篱树

木环绕，屋后有石径抱危崖逶迤而上。崖下烟水苍茫，有长

堤板桥，一人骑马观景，悠然自得。中景：两崖间瀑布喷泻

而下，击石分涧，似闻其声。攀援而上，一桥横架于溪涧之

巅，两边危壁，松柏参差，矗立入云。桥左方又一座林荫庭

院，窗明几净，渐入佳境。远景：主峰兀立，两侧烟岚飘渺，

诸峰如屏，相互映照；飞瀑直下，落入虚空。观者仿佛入画，

一步一景，一望千里，万水千山，视觉强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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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绢本墨笔画。

    巍峨高耸的山体，高山仰止，壮气夺人。山顶丛林茂盛，

山谷一瀑如线，飞流百丈。山峰下巨岩突兀，林木挺直。

画面前景溪水奔流，山径上一队运载货物的商旅缘溪行进，

为幽静的山林增添了生气。范宽先以雄健、冷峻的笔力勾

勒出山石峻峭刻削的边沿，后反复地用坚劲沉雄的中锋雨

点（俗名芝麻皴）塑造出岩体的向背纹及质感。在轮廓和

内侧加皴笔时，沿边留出少许空白，以表现山形的凹凸之

感，入骨地刻画出北方山石如铁打钢铸般坚不可摧的风骨。

整幅面墨色凝重、浑厚，涌出一股强烈的雄壮逼人之气势，

给人以“如行夜山，黑中层层深厚”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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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代董源《潇湘图》：设色绢本山水画。

    图中表现南方山水，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山峦多用披麻皴，以墨点渲

染山峦之上的植被，平远的构图方式和近景中大片水域的结合，让画面有很强的空间感，

更呈现出江南山水的迷蒙。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其间，赋色鲜明，趣味横生，为寂静

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潇湘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 ，也是中国

山水画史上代表性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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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远，擅画山水、人物、花鸟，笔力劲利

阔略，皴法硬朗，树叶常用夹叶，树干浓重，

多横斜之态。楼阁界画精工，且加衬染。喜

作边角小景（只取山水之一角作画），世称

“马一角”。马远对水观察入微，以及创造

出来的形态美感和笔墨技能，图画意境，都

令人拍案叫绝。本图为第二段，洞庭风细。

春明景和的洞庭湖，湖风习习，波浪如鳞，

涌向远方，浩瀚无际。

马远《水图之洞庭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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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远《水图·秋水回波》马远《层波叠浪》



（四）元代王蒙《青卞隐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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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元朝画家。能诗文，工书法，尤擅画

山水，得外祖父赵孟頫法。其画作写景稠密，

繁复有序；笔法极尽变化，善用解索皴和枯墨

点苔，表现山峦气象万千和文人情怀。

   王蒙所作《青卞隐居图》对明清山水画影响

甚大，仅次于黄公望，后人将其与黄公望、吴

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

王蒙《青卞隐居图》



（五）清代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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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局部）：纸本

墨笔画 。《搜尽奇峰打草稿》写山重水复、

危崖险峻、小桥流水、村舍寂寥之景，是石

涛最著名的传世作品之一。因卷中出现了疑

似长城的建筑，故有学者认为此画描绘的是

居庸关、八达岭附近的景色。此作皴法不一，

章法无定，满纸墨点，千变万化，韵致生动，

可谓前无古人、别开生面，为山水画开拓了

新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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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山水画入门——选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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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山水画入门——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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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山水画入门——运笔



课后拓展

     结合本节课内容，构思舞台背景设计

中山水元素的表达方式。



您的欣赏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