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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山水画的审美哲学对中国视觉传达设计风格的
启发

——以《严关古寺图》和《松风高卧图》为例

鞠  然

（鲁迅美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50）

【摘要】通过研究宋代山水画中的审美原则，来探究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与现代设计之间融合的可能性。用溯本清源的方式，找

到中国设计风格最本质的视觉承载平台。重点分析宋代代表性山水画《严关古寺图》和《松风高卧图》的结体、笔墨以及气韵，

尝试利用中国元素进行视觉表达，并提供一个恰当的符号或形象判断标准。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提升中国本土设计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为中国当代设计理论建设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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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都在各自的设计市场和设计体系中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设计风格。比如德国设计的秩序感，英国

设计的“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日本设计的冷冽清愁。

然而，中国的设计始终在模仿和追随其他地域成功的设计案

例，高辨识度的中国设计风格作品出现的并不普遍。并不是

中国设计者没有意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事实上，中

国设计者已达成一种共识——如果想要超越，就必须形成独

树一帜的设计文化和设计思维。但中国的设计师现阶段始终

用“盲人摸象”的方式在探索，而缺乏高度概括的方法和理

论作为指引。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把中国沉淀千年的博大

文化资源和西方的现代设计理论强行结合，多数往往不得要

领，成功的设计成果也屈指可数。

当然，亚洲也有许多将本位文化成功呈现的设计师和设

计环境。他们的作品应该成为中国设计者对自己的要求和目

标，而不应该仅仅当作走捷径所模仿的设计模板。但是，许

多打着中国风的设计作品总能找到日式设计风格、韩式设计

风格的影子。这样的现状是急于追求成果，缺少过程的必然

发展，而这个发展并不是中国设计者们乐于见到的。2017 年，

设计史专家王受之先生在论题“设计的本质”中提出了一个

问题——中国设计还有前途吗？他的看法是中国的设计者是

有问题的，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个人的力量能挽回的。有没

有前途，还要看设计者们走进了死胡同能不能懂得反省，懂

得思考。中国的设计文化下一步究竟要怎么走，说到底还要

靠中国设计者自己发掘和梳理。

本人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同样发现中国的设计专业

学生在寻找设计中国元素时总会出现一些固定的选项：扇子、

脸谱、中国结……这些符号或形象的文化包容性有限，承载

不了博大厚重的中国历史和文明。因此，本人通过分析宋代

山水画的特点作为众多角度中的一个切入点，试图寻找中国

风格的承载物或承载平台。

二、宋代山水画的审美哲学特点

以《严关古寺图》和《松风高卧图》为例，两幅宋画初

看无非就是描绘山石树木，并无太多区别。当然，二者共同

之处很多，如画面结构都是稳定的画面左侧三角形构图。

图 1  宋代 贾师古《严关古寺图》            图 2  宋代 传 李嵩《松风高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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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严关古寺图》和《松风高卧图》的三角形构图

《严关古寺图》虽然元素相对简单，但用笔多，线条强

调力量；而《松风高卧图》画面空灵，但细节上如果有失细腻，

有失控制，便会形散。因此，两幅画作在结体和笔墨上都有

各自的特点和处理方式。

（一）结体的特点

尽管两张画的画面元素相近，都有山、树、屋、人，但

《严关古寺图》图中的结体为“三两之趣”，《松风高卧图》

图中的结体为“双单有别”。也正是在结体上的差异首先决

定了两张画作造型迥异。

（1）《严关古寺图》中自然景观的元素结体以“三”为

基本单位，如三层石、三丛草、三棵古松、三排参天树；而

人文景观的元素则以凑“两”为趣，如两古寺、两条羊肠路、

两位旅人。

      山石                    松针                    参天树                 草团

图 4  《严关古寺图》中的山石、松针、参天树、草团的结体关系

“三”为单位时，貌似变化多端，其实内含章法。以山

石为例，《严关古寺图》中的山石虽然不甚清晰，但前后层

次很规律地分为三层：前山石为三层，后山石是三层，草坡

还是三层。因此，画法万变不离其宗，通过 3 个层次间的位

置与面积，基本能呈现自然界的轮廓和层叠的形态塑造了。

（2）《松风高卧图》中的自然景观元素结体精简许多，

都是以“双”为基本单位，如双山石、双松、双树；人文景

观则求“单”，单条路、单间屋、单个人。虽然画面元素少了，

但灵动的氛围却跃然纸上。

“双”为单位时，在《松风高卧图》中很少看到平均对

等处理。尤其在自然景观的形态处理上讲究一强一弱而又相

辅相成，不仅通过一浓一淡进行虚实处理，还有双树一大一小、

双松一曲一直、双山石一密一空的对比。

如此构图，无论是从空间布局还是组织形态都使《松风

高卧图》的画面更加细腻和复杂。

（二）笔墨的特点

通过笔墨的特点也能体会出两张画作不同的心境。《严

关古寺图》画中用笔和状物并无过多变化，低山石平顺，高

山石虽有棱角但边缘圆润，松树郁郁葱葱，松针和树叶成团

成球，野草厚密湿润，看上去毛茸茸。深山之中虽然有寺庙，

但并不是冷清的青灯古刹；画面中两座寺庙首尾相望，路上

两位旅人向此处行进，他们或许是探友，或许是归家，细品

画面流露出温馨之意，画面塑造出山野间的一处安逸之乡。

而《松风高卧图》画中用笔浓淡曲直，变化多元，各形

态个性鲜明。其中，山石凌厉，切面陡峭，两棵劲松盘根山

石间隙，逆风而立，一副茕茕孑立之姿。松枝弯曲如佛手，

似有迎客的神韵，但树下只一条路通往一间草屋，草屋内独

卧一人，气定神闲，甘愿遗世独立，自有宁静以致远的心境

写照。

（三）审美原则的特点

宋代山水画背后具有独特的文人精神，这种主观性常体

现在画面中的结体、用笔、构图，同时，心境也直接影响着

客观世界的刻画。纵观宋代的山水画以外的主题，如人物、

花鸟等不仅描绘宋代场景，同时也体现宋代文人的精神向往。

诸如，《松风高卧图》描绘的“布衣生活”、《渊明归隐图》

描绘的“田园生活”、《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市井生活”，

等等，蕴含着人们对逍遥的向往，对君子情操的追求。宋人

对美好的定义悄然隐于画中细节，用“言不尽意”的方式创

造出想象空间。这种艺术手法不仅其影响力根植于民族文化

的美学思想，也是中国意识形态下的处世哲学。

“言不尽意”在我国易学史上，是魏晋玄学讨论的问题

之一。此问题的来源出于《庄子·天道》：“语之所贵者， 

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言传也。”后人概括

为“言不尽意”。可以说，正是“言不尽意”充分反映了“言、象、

意”之间的矛盾，从而在符号学和解释学的意义上推动着易

学文化的发展，至今仍有其生命力。同时，“言不尽意”本

         矮树                               苍松                                山石

图 5  《松风高卧图》中的矮树、苍松、山石的结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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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作为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现象渗透在儒、释、道三大学说之中， 

佛教禅宗的“顿悟说”以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的传道方式把“ 言不尽意”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

宋代山水画的气韵和境界深受儒家和道家美学为代表的中国

传统美学的影响，形成了独有的基本特征和艺术特色。

“言不尽意”根植于易学，对设计思维也有所影响和启迪。

易作为至高至简的道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

响。杨振宁先生是这样描述《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

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诸如“观物取象”“取

向比类”“易者象也”，都是贯穿易经中从自然规律中总结

出来的归纳法。中国的文明素来在极复杂、极庞大的信息中，

能找到一个极简单而又极抽象的道理概括所有事物的发展。

通过万物归一的道理挖掘中国设计的特点，借助“易学”的

中国传统哲学意识形态，找到属于中国视觉传达设计的这个

“根”，从而赋予当下的中国设计风格高辨识度和高光时刻。

中国的历史不曾断层，宋代的审美原则包括社会结构依

然能在现代社会找到影子，其哲学意识形态更多存在于社会

观念、社会阶层和民族性当中，对于我们如今的设计创作也

会或多或少具有抽象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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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华侨、华人有 51.8 万人；居住在广州的归国华侨有 2 万

余人，侨眷 30 万人。”“自 1949—1959 年，经广州接待安

置的归国华侨约有 25 万人。”“据 1988 年广州市 8 区 4 县

统计，祖籍广州的港澳同胞有 610886 人，约占港澳华人总人

口的 10.4%，他们在广州的亲属则有 483530 人。”由此看来，

在港澳及海外的粤籍华人数量不占少数，这些华人身处异国，

由于思乡心切，所以私下经常组织开局唱曲，“私伙局”便

成了华侨消遣的好方式、好去处，从而在无形中对粤曲、粤

乐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私

伙局”，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曲、粤乐。

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私伙局”为广东音乐培养

了大量人才，使粤曲、粤剧声腔系统更加丰满，促进了“广

东音乐”风格的形成。“私伙局”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独特

的生存方式延续并迅速发展着，从“私伙局”的角度我们看

到了民间音乐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下来的，它是一个优秀

的传统音乐文化载体，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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