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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文化视阈下的中西绘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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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艺术审美观念的区别
由于中西方在世界观、文化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

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艺术审美观念上的区别。
在艺术审美活动的类别和形态上，中西方呈现了相

当大的差异。比如在造型艺术方面，西方在古希腊发展
出了雕刻艺术，在绘画方面中发展出了以透视理论为基
础的再现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则是以“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为基本原理的表现性绘画艺术。此外，在艺术审
美观念和标准上，中西方也展现出了相当的不同。

（一）“写意”与“写实”
中国的审美观念中注重“写意”，即认为艺术主

要是用来传达主体的心理、观念以及主张，而不一定要
求反映外在世界。而在西方的审美观念中则更加注重写
实，他们认为艺术是用来反映外在世界的真实情状，而
不注重主体心理情感表现。

中国古诗词创作中早就有抒情写意的传统。屈原在
《惜诵》开篇即说“惜诵以致愍兮，发奋以抒情”，阐
明了其艺术创作动机；南朝宋范晔认为文章当“以意为
主，以文传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提出要把抒
情当作是诗文创作理所当然的事实。在绘画艺术中，苏
轼曾有“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说法，由此可见中
国推崇“神似”，主张“心”与“境”的融合，强调主
体之“意”。

而在西方则存在着“摹仿说”的传统，从古希腊到
18世纪，关于艺术创作的主张大多支持这种理论说法。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曾用镜子来比喻艺术家的创作。文
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曾用镜子来说明绘画，认为画家
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
来。西方在摹仿说的影响下，十分强调对真实事物的写
生，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成熟的透视理论。由此
可见中西艺术传统中“写实”和“写意”之间的不同。

（二）不同的和谐观
中国崇尚“和谐”二字，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

上都体现了“和”的观念。比如儒家所倡导的“和为
贵”“尚仁”“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思
想。道家则推崇着“无为不争”“天道贵弱”等思想。

而在西方的“和谐”则与中国的和谐有所不同，
更加强调达到和谐前的对立面的斗争以及冲突。比如古
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曾提出著名格言“什么是最美
的？——和谐”，并且强调和谐就是对立统一，矛盾的
对立是和谐的前提，而矛盾的解决则是和谐的目标。在
毕达哥拉斯学派之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则发展了对
立面斗争的思想，认为万物处于矛盾斗争中，并且一切
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中国美学中虽然也有“和而不同”的观点，但是并
不像西方美学一样过分强调对立的因素，并不主张对立
斗争中的和谐。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陶
钧文思，贵在虚静”，中国美学多主张自然本真之美，
不求雕饰。

西方美学虽然也主张美是一种“和谐”，但是在艺
术理论上多倡导对立冲突之美，具有自然奔放的特征。

西方美学受到尼采所提出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
神”的影响，有着对自由、抗争、独立的推崇。比如古
希腊时期的雕塑多为真人的裸体，不像中国一样遮遮掩
掩。在西方戏剧中，黑格尔认为戏剧之冲突构成了戏剧
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在中国虽也有悲剧，但是
最后大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大团圆结局可以说是
中国戏剧的标识性特征。

二、中西绘画艺术的不同表现
由于中西方审美价值判断不同，从而导致双方评判

标准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绘画表现上也体现了不同的价
值和评判标准。中西绘画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
发展，在艺术追求和艺术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艺术追求的差异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画注重“写意”，

而不拘泥于外在的客观真实，更多的是依靠画家自身
的意念和想象来刻画物象的意趣和神韵。中国画虽讲求
“形神兼备”，但是相对于以再现对象外在特征为目的
的写形而言，其更重视物象内在精神和画家的主观情感
的表现。齐白石曾提到：“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
似是为媚俗，不似则为欺世。”“似”是对于客观的真
实描绘，“不似”则是画家主观的自由发挥。画家即便
面对的是没有灵气和生命力的山水，还是没有意识的花
鸟时，也能够寓情于景，给予其拟人化的精神，抒发自
己的内心情感。

中国画的审美讲究“天人合一”，在有限的画幅
内，既要表现山水花鸟、自然万物，还要借此传递出超
然物外的心境。因此，中国画讲究“留白”的艺术，在
绘画空间的处理上不受固定视点的限制，体现“无画处
皆成妙境”的独特魅力。在简洁旷远的空间展现景致的
开阖起伏、回环往复，形成一种流动的节奏之美。中国
画用一种心有万象、天马行空的创作方式，将审美从人
自身延伸到自然之中，为观赏者提供了一个形有尽而意
无穷的审美想象空间。

此外，中国画也十分注重体现画家自身的人品与人
格。自元代以来，文化艺术修养颇高的文人，上大夫、
读书人开始逐渐成为绘画创作的主体。文人可以借助山
水、花鸟等题材来刻画自己的人品品质，通过绘画创作
颐养性情。除了绘画以外，很多文人在创作过程中还会
加入诗词、印章。自元代以来，在画作上题诗已经成为
了中国画作品中增添诗情画意的一种艺术手段。因此一
幅完整的中国画还包括题跋落款和印章等组成部分。

好的题跋诗文能够实现“画中有诗，诗中有画”
的艺术趣味，能够体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能够使作
者直抒胸臆。印章也是中国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
然印章很小，但是却能够起到均衡画作构图的作用。
在黑白水墨的色彩中掺合一点朱红色，也能起到丰富
画面效果的作用，使得画作别具特色。诗、书、画、
印之间的相互补充，不仅能够对画作的构图、形式进
行组织，还能够增强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更多地
融入人的灵性智慧，从而也体现出了儒道思想中“和
谐”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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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绘 画 则 注 重 于 对 客 观 物 象 的 真 实 摹 仿 与 再
现，正如上文中所提及的西方哲学中的“摹仿说”。
西方注重理性求真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人是独立
的、理智的、能够思考的主体。理性的人需要去征服
自然，就得通过不断探索、观察和研究，从而掌握自
然万物变化的规律。因此，西方人崇尚理性的传统，
崇尚“天人相分”的观点。西方绘画更注重对外在世
界的认识，因此与中国绘画“写意”“抒情”不同，
在西方绘画的评价体系中，形式的逼真程度是衡量绘
画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

西方艺术家尚真、尚分，因此为了能够更真实地
再现还原所画物象的真实，追求艺术形式的构成规律，
有无数画家在不断探索着如何将科学、理性与绘画相结
合。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他不仅仅
是一名画家，更是生物学家、建筑工程师、医学家、地
理学家等科学领域界的专家。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
这些科学家和画家开始把几何学、光学、人体解剖学等
不同的学科引入绘画艺术中。他们通过不同学科的知识
和技能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论科学知识，逐步形成了一
套观察自然和构造画面的技术规则和方法，在二维平面
空间上成功地实现了逼真再现对象的追求。比如被普遍
运用的“黄金分割率”，就是按照严格的比例关系来构
成的匀称、舒适、协调的美的形式。 据了解，在达·芬
奇创作《圣·杰罗姆》的过程中，为了研究圣·杰罗姆
用手拿着石头击打身体的动作，他曾经不断地解剖男人
的颈部、肩胛、锁骨以及肩膀的骨骼肌肉。像达·芬奇
一样，很多西方画家为了能够对人体进行准确地刻画，
都会基于数学和人体解剖学来对人体不同的部分、骨骼
的轮廓、肌肉的起伏等方面进行研究。由此可见，西方
的写实性绘画是理性精神在绘画艺术中的突出体现。

（二）艺术形式的差异
中国画的造型手段以线条为主，用线条来描绘物

象轮廓特征。画家在绘画过程中对线条的控制可以使画
作具有节奏的美感，提按、疾徐、轻重等不同的笔法控
制可以用来表现物体的造型和质感肌理。不同的线条可
以用来描画不同的物象，比如铁线描、琴弦描等不同的
游丝描笔法可以表现不同的质感，雨点皴、米点皴、钉
头皴表现不同的山石花纹肌理。除了塑造物象轮廓的作
用，中国画还擅长使用书法与之契合，从而丰富了线条
的艺术表现。

此外，在用色方面，中国的传统绘画以水墨居多，
有着“随类赋彩”的说法。中国画的线条笔法和水墨色
彩相得益彰。画家在作画时采用“泼墨”“破墨”等运
用墨色的技巧可以获得浓墨相宜的效果。多样的墨色变
化和墨法，使得画面层次丰富而气势酣畅。

在西方绘画创作中强调“写实”，更加注重画作
在视觉角度上的真实性。在创作上要尽量展现物象所处
的空间环境以及真实的体积大小，因此会通过结构、块
面、色彩以及光影等造型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实现形
象地“写实”。

西方绘画中多采用“焦点透视法”，从而在平面上

实现立体的三维效果，营造真实感。焦点透视的使用能
够更好地还原人们在观看静态实物时的感受，符合人们
的观察习惯，从而真实地表现物象的空间位置和形状，
还原现实空间。在几何学理论的基础研究上，西方的画
家不断探索，又发现了色彩透视等规律，更进一步地提
高了西方绘画的真实立体效果。此外，在西方绘画中强
调块面关系，按照物象的不同角度、不同方向的块面进
行分割，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是由若干个大小不一的面
所组成，通过对所画物象的块面分割真实再现其结构特
征。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画家将“线”作为灵魂，而西
方绘画中则更强调“面”的使用。

西方绘画中强调真实感，因此在用色方面也多采用
真实的自然色。19世纪的印象主义派在绘画时就开始重
视光与色的关系，开始研究如何运用不同的调色技法来
呈现不同光源下物体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颜色变化。而
且，根据光的反射原理，根据光照的角度不同，用不同
的冷暖色彩加深空间的纵深。色彩在西方画作中前所未
有的鲜明与生动，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造型手段。

综上所述，中西方文化观念和艺术审美观念的不
同，使得双方在绘画艺术中所表现的形式及评价标准
也截然相反。中国画强调“写意”，通过画作传递出
画家的心境，并引领观看者去感悟人生之道；而西方
绘画则强调“写实”，强调理性，试图通过“实”来
激发人们的实践探索精神，体现以人为主导的客观呈
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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