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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静”论及其在文人画中的美学意义

作者：汪洋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 要：虚静作为丈人画家从事绘画审美和创作时最最常见的、也是最必须的一种

心理状态，以其神情专注、用志不分为表征，使创作主体摒弃世俗杂念，身心获得较大

的自由，艺术创造力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发挥。此外，丈人画境的空、虚、远、深也是主

体在虚静状态下对虚幻空间的体验和创造。  

  关键词：虚静；文人画；审美；创造；画境  

  在我国古代美学体系中，“虚静”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广涉到各个艺术领

域，究其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特质相关。最早提出“虚静”说的是老子他的“涤

除玄鉴”的命题，可以说是“虚静”说的源头。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主张洗

除尘污，去智、去欲，清除人的头脑中的私心杂念主观愿望，使心胸变得沉静清明，以

达到“道”的大明境界。庄子发展了老子这种思想。他说：“惟道集虚；虚者，心斋

也。”他便以这种“心斋”、“坐忘”、“丧我”、“物化”等内心的深刻体验去代替

社会的无限多样的追求，以一种宁定的思绪去弥平痛苦的心灵历程。儒家也以自己独特

的体验高扬柔静精神。荀子提出“虚一而静”的思想，是一种向往心灵的大清明、静观

默察的人生态度。儒道的“虚静”说经过玄学佛学以及理学的推波助澜，逐渐使这种思

想凝聚在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了中国文化母体的重要特质之一，对中国艺术审美及创造

产生深远而又广泛的影响，古代文人画艺术可堪称典型的一例。  

  “文人画”又称“土人画”，因其创作主体大都是文人士大夫，以不讲究法度，不

强调形似，逸笔草草，重在笔情墨趣的抒发作为艺术创作主旨，与“院体画”、“画工

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文人画把老庄美学思想和佛教禅宗的哲学精神吸收到绘画艺术

中来，开拓了虚静空灵、高远简淡、以意境相尚的画风。通过对比道释“虚静”说和文

人画论，笔者发现“虚静”是文人画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渗透在文人画的审

美创作的每一个环节。 

  一、“澄怀味象”  

  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讲，虚静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创造一个适宜主体进入审美活动的

特定心态。这种心态，在审美关系中首先是主体能够保持心灵和精神的自由，这样也就

能够澄怀观物，体悟到美的对象和美的真谛。庄子在《天道》篇中说：“圣人之静也，

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

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静也。夫虚静恬淡寂寞

无为者，天地之平面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以水静为喻，说明“水静犹

明”，如果精神静下来，也能象镜子一样，照见天地万物之本。同样，审美主体要是以

虚静的心态去观照大“道”，乘物以游心，澄怀以观物，那么就会发现“大美”、“天

地之美”，体会到“至美至乐”。  

  “虚静”作为主体的一种精神状态或心境，在文人画创作又是怎样表现呢?“静”使

艺术家的精神沉静下来，排除来自外界的一切干扰和私心杂念，思想处于高度的专注凝

神状态。这种情形下人的一切审美机制也处于最敏锐的状态，不仅心胸可以容纳万境，

 热点文章

什么是中国画的艺术美 

沈括关于中国山水画的四个美.. 

论石涛画论的美学思想 

禅艺合流与石涛画论的禅美学 

谈中国画的“气” 

宋元山水意境“有我之境” 

关于美及美的本质的初步探讨 

中国古典山水画美学侧记 

关于齐白石花鸟画和莫兰迪静.. 

中国画有自己独到的美学理念 

 推荐文章

“虚静”论及其在文人画中的..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禅与诗画——中国美学之一章.. 

论石涛画论的美学思想 

宋元山水意境“有我之境” 

笔墨迹化的东方意象 

无“情”不成美术 



 

还可以诱发创作灵感的萌发，这样人就易于深入客体移情忘我，神与物游，迅速把握客

体的审美属性。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进行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创作往往更容易达到“化工

造物”的境界。南朝著名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澄怀味象”的论点，也是

确认虚静的心态是进行审美观照和绘画构思的重要前提。因为艺术构思必须“守其神，

专其一”(张彦远语)。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也是主张“审像于净心”的。“审像”即

“味象”。“净心”，是借禅宗之说来强调主体心灵净化，亦是一种排除世俗物欲诱惑

干扰的审美态度。明代吴宽在《书画筌影》中分析他的绘画作品时说：“右丞胸次洒

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亭，洞鉴机理，细观毫发，故落笔无尘俗之笔。”

画家拥有“虚静”的审美心胸，才能深刻、全面、细致得洞察客观事物，非常清楚地说

明了画家“虚静”的心境，对绘画创作的重要性。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说：

“乃知点墨落笔，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

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既日对上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

髹采垢墁之土争巧拙于毫厘也。”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有“胸中廓然无一物”的心

境，即进入到虚静状态，这时“烟云秀色”、“天地生生之气”等现实中的种种生动形

象，便自动涌人心间，笔下才能幻出“奇诡”妙境。假如画家在创作时不能排除营营世

念，到头来只不过是同油漆工争巧罢了。总之，画家做到“虚静”，才能察之万物，得

其精神；才能对物理、画理有深深的体悟。  

  二、“其身与竹化”  

  艺术体验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的凝神境界。“艺术家进入凝神境界，不仅指

忘却现实的‘物>与‘我>，而且是对整个周围世界和现实时空的超越，对自我的超越，

而达到物我一体、出神入化的‘神化>境界。”如“庄周梦蝶”式的“化境”：“不知周

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物我之间失去了界限，交融为一。庄子在《达生》篇

中，称颂倕的技艺高超：“指与物化而不以稽”，但更着眼于任当时的心理状态：“故

其灵台一而不桎”(《庄子>达生》)。心性纯一而通达、心神如一而不分的虚静导人了得

心应手、“指与物化”的胜境。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凝神遐思，妙悟自

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说明了绘画欣赏和创作时，主体精神必须高度集中，进入

到一种虚静状态，这样主体才能超越自我的形体和心智，从而在静穆的观照中与自然的

节奏韵律妙然契合，与造化浑然一体。苏轼也直承这一思想，直接提出了审美创造中以

虚静致物化的极致境界。他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描述喜画墨竹的画家文与

可的创作情景时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

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步人物化的过程，开始是见物不见人，继

之以物我皆失，最后才是身与物化，物我合一。元代吴镇自题画竹绝句云：“始由笔墨

成，渐次忘笔墨，心手两相忘，融化同造物。”其身化为竹，却未留人化的痕迹，似乎

也是竹化为其身。正是在虚静凝神寂然的审美观照中，显示了人化的深度和内涵，使人

们自然感受到“见竹如见人”，“心物交融”，“神会于物”，真正达到了“超以象

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地。  

  三、“解衣盘礴”  

  “虚静”的心态解脱了来自主客两方面的束缚，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主体的能量，获

得一种真正的心灵自由。只有自由的心空才能穿过幻影的森林——物我的多重障碍，去

寻找美的灵魂，去迎接艺术的飞跃。庄子在《田子方》篇中讲了一则“解衣盘礴”的故

事。宋国的君主元君要画一幅画，招来一批画史。他们都毕恭毕敬的站立着，显得一副

很拘谨的样子。最后到来的一位画史径直走入内室，只见他把衣服解开脱光，盘腿而

坐，显得神闲意定、不拘形迹。宋元君赞誉他说：“是真画者也”。这位画史的可贵之

处是没有利欲薰心，也不管别人对他的画是誉是毁，完全进入到一种庄子所说“虚静”

的境界，这是艺术创作所要达到的最佳境界。宋代郭熙也将这则故事所体现的虚静精

神，作为文入画家创作主体精神状态之要旨。他是这样阐述的：“世人止知吾落笔作

   



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宽快，意思悦

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

中，不觉见之于笔下。”郭熙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世人往往把画画当作纯技术活动，其

实不是那么简单。他夸赞庄子笔下那位解衣盘礴的画史“真得画家之法”，不但懂得画

画的技巧，还具备庄子所要求的创作心态、艺术精神。画家必须具备“宽快”、“悦

适”的精神状态，就象《礼记>乐记》所说的，平易质直、慈爱城信的品质在内心油然而

生一般。这样，人的情状、事物的状态变了然于胸，拿起笔来，就能很自然地、栩栩如

生地在纸上表现出来。方薰《山静居论画》中写道：“当想其未画时如何胸次洒脱，欲

画时如何解衣盘礴，既画时如何惨淡经营，如何笔意纵意。”恽寿平说：“作画须有解

衣盘礴旁若无人意，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籍，不为先匠所拘而游于法度之外。”艺术

家所称道的这种率意而为的心境，正是一种无拘无束、一任自然的自由心境，它在宁静

的心灵中涌起深沉的活力，艺术的精灵在从容洒脱的情境中自由地飘飞。总之，“虚

静”心境使文人画家忘掉一切杂念，精神高度集中，艺术创造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

来。  

  四、“操笔如无为”  

  庄子称“天”与“道”合一的“虚静”境界，也是技艺达到“神化”的境界。他高

度赞扬了“技进乎道”的疱丁。他认为疱丁所好者是“道”，他得“道”(“虚静”)之

后，就能顺其自然，依其天性，“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解也就进入了操作自如的奇妙

境地。可见“神化”并非是脱离实践的走火入魔，而是与造化相应合，与客观规律相契

合。“神化”或凝神的境界，是物我两忘的出神入化的精神境界，有利于艺术家进入灵

性活跃的创造顶峰。进入这一境界，既要对对象的驾驭能力，也要有掌握技艺自如的纯

熟程度。中国文人画自王维提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尚”，开写意之风后，就开始

运用纯化的单纯的水墨来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主张“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

也。>>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笔墨的运用技巧与精神紧密结合。

在全神贯注下，手不知笔，笔不知手，指与物化而获得巧妙的表现效果。中国文人画家

创作的动机，原出于无为，当画家在物我两忘，离形去智之下，既不自问出处，亦不自

拘形迹，而只耽于自证、自传，聊求自成、自达而已。总之，笔墨的运用是下意识的，

它由心灵直接引发，即运笔泼墨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不知然而然。如石涛所说：“运

墨如已成，操笔如无为”，可谓是印证了庄子所强调“虚静”的最终目的，还在于达到

“无为而无不为”、“技进乎道”的境地。  

  五、“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受“虚静”说的影响，中国文人画境表现出对淡远、荒寒、萧疏之境的追求。恽南

田说：“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南田画跋》)“虚静”

的心态就是要造成这种远阔的心理空间，虚而静，静而远，远而自达无穷，可以玄鉴天

地万物。荒寒的境界是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具有超凡脱俗的美感。画家借寒境来洗却

心灵的尘埃。我们知道雪景、寒林是文人画家偏爱画的题材，是因其“尘嚣不至”、

“全无烟火”，由此可以提升性灵，超越生命。而萧疏之境是从枯处着眼，淡处着笔，

逸笔草草，追求无画处的妙境。此三境倪云林最得其妙，如他所作的《安处斋图卷》、

《渔庄秋霁图》等，画面往往是景物简单平实，近处茅亭数间，坡陀上几棵寒树，几尾

风竹，江面上远抹平坡，然后留下的便是一大片空寂，却有力地传达出他闲适无奈的淡

淡哀愁和一种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宁静、寒意萧条的气氛，同时也是作者甘于寂寞而乐在

其中的淡泊志趣和追求“净心”境界的形象再现。宗白华先生说：“倪云林的一丘一

壑，简之又简，譬如为道，损之又损，它表现着无限的寂静，也同时表现着自然最深最

后的结构，中国人感到着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在文人画由简疏的用笔到空

灵的格调，再到虚静的意境，直到无中生有的得道追求这一整体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文人画以简淡为尚，逸笔草草，在空虚中抒写生命的流行、氤氲的气韵，宁静的深沉，



并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表现了大自然清幽、静谧、恬淡

的美，给观者以清透灵魂的安慰和微妙的领悟，使心灵得到净化，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

到宇宙的深境。  

  综上所述，在文人画美学传统中，“虚静”论既是一种审美态度论，又是一种创作

艺术论，还是一种艺术人生论。此外，受“虚静”说的影响，文人画境表现出对淡远、

荒寒、萧疏之境的追求，而文人画境的空、虚、远、深也是主体在虚静状态下对虚幻空

间的体验和创造。因此，探讨虚静说在文人画中的美学内涵，对于继承文入画美学传

统、繁荣当今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原载《艺术百家》2006年第4期 

共有 5 条评论 〖发表评论〗 〖到论坛讨论〗

 相关链接

·逸格与文人画的演进（作者：张繁文） 

·论当代艺术与审美的不平衡性（作者：卢世主） 

·关于审美情感的归宿（作者：佚名） 

·审美情感的理性思考（作者：佚名） 

·从日常情感到审美情感的飞跃（作者：佚名） 

·日常生活情感与审美情感（作者：佚名） 

·无“情”不成美术（作者：佚名） 

 发表评论

用户名：   密码：   匿名发表：    注册新用户 gfedcb

评 论：

发表评论

关于拙风 | 联系方式 | 广告服务 | 版权声明 | 欢迎投稿 | 友情链接 | 网站设计 

版权所有：2005-2007 拙风文化网 粤ICP备06013051号

电子邮箱：wenhua13@126.com 拙风文化系列QQ群 技术支持：Thirteen Studio 

Copyright © 2005-2007

www.wenhuac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