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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书法元素的具体表现
书法是我国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而且能够和现

代艺术的精神相通。中国古代人民经过长期的探索和
实践创造出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现形式由
象形转为实用形式，又进一步演变出艺术的形态。书
法在演变中形成草、行、楷等不同形态的笔墨艺术，
书写者在创作艺术的时候会借助创作的方式表达出自
己内心情感的变化。

中国书法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笔墨为书法艺术
表现的载体。书法在笔墨运用方面千变万化，能够充
分表现出内在形式的美感。毛笔作为特殊的书写工具
所表现的艺术效果较为浓烈。书法作为线条表达的艺
术，笔法较为丰富，具有藏锋、中锋等灵活多变的形
式，让艺术的效果彰显得更为多元。在对书法进行创
作的时候需要重视字法，字法的结构是按照一定法则
进一步创造，蕴含的思想内涵比笔法更加深入丰富。
在对书法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中需要打破常规，借助
虚实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凸显书法的灵性。

墨法被称之为书法的血脉。讲究借助浓淡不同的
形式对艺术效果进行表现。墨色之间的变化会让作品
章法的呈现受到影响，而且会影响到作者对作品中思
想感情的表现。历代书法家在创作的时候较为注重墨
法的应用，讲究用墨相适应。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讲
究笔法、墨法有机结合，由独字组成的篇章有效构建
章法，在对章法进行表现的时候讲究字行相呼应，饱
含变化。一个成功的书法作品不仅要借助笔墨的操控
能力对其进行表现，而且要注意章法，在书写的过程
中控制好字行布白。

二、中国绘画中书法元素的体现
中国书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书法较为注重

表现形式美和韵律美，中国绘画和书法之间的规律共
通，带有浓厚的书法趣味。在人文画中对此表现得淋
漓尽致，文人艺术较为强调书画一体，在文人画中主
要借助线条表达出创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在魏晋时
期便提出书画结合，讲究骨法用笔对中国画进行评
价。中国画和书画对笔力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中国
画和外国画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中国画有着书法的元
素。在元代，书画进行了第二次融合，元代将很多书
法和绘画有机结合。清代更为强调中国书画之间的关
联度，中国书画之所以有着相似的审美理念，只因为

其工具相通，表现形式一致。书法主要是线条的艺
术，书画笔法相同，都需要表现得更为有力度。书法的
用笔强调每一根独立的线条都作为一种元素融入作品表
达当中，吴道子后线条的书法渗透进绘画的审美品格当
中、强化了线条的表达力度，而张彦远提出了书画用笔
同法，并肯定了书画用法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对中国绘画书法元素运用的建议
为了把握传统精神，需要寻找笔墨规律，并且在

这个过程中找到对艺术创新的契合点。中国书画的审
美意识有着自己的体系，强调正本清源，所以为了弄
清其本源，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学习，中国画
的用笔语言规定了线条的表现力具有较大的自由度。
中国艺术发展至今，笔墨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一些传
统国画的改革者将笔墨作为绘画的重点，强调在国画
创作中必须凸显传统笔墨的运用。中国画和西洋画有
着不同的审美体系，想要抓住中国化的根本特征，需
要学习笔墨思想，这是因为中国化的教学重点便是围
绕笔墨所展开的。现代中国化的发展空间较大，但是
现在青年人对笔墨技法的掌握程度较差，当代画家应
该学习笔墨技巧，而且一些书法家在学习书法的过程
中，也要对绘画有所涉猎，进而做到以书入画。中国
化的笔墨展现出绘画者的内在情感，如果绘画者想要
将自己的内在情感在作品中表显得更为淋漓尽致，需
要熟练应用笔墨，将笔墨的协调和绘画有机结合，更
深刻地领悟到说话同源的本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中国绘画中的书法审美艺术元

素进行分析，讨论了传统笔墨运用的重要性，为促进
中国书画的发展，艺术需要将书法线条有效应用到绘
画创作当中，使得中国书画能够进一步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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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书法和绘画均是借助线条展现的艺术，从美学元素分析，是属于具备相同美学元素的同源艺
术。由于中国绘画和书法彼此渗透、相互影响，所以书法创作中的审美艺术元素也是对绘画所参考的审美标准
之一，进一步为中国绘画的形神一致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笔者立足美学理论对中国绘画的书法元素进行探
索，挖掘书法美学在美术绘画中的体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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