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历游世游心论庄子游的思想在文人画创作中的体现
<p> <p class=bjh-p>文人画，是文人士大夫们以其独特的艺术追求，
来表达他们对世态变化和生命感悟的产物。因而，庄子对自然的崇尚，
也必然决定了后来中国文人画家的审美倾向。表现在绘画中主要有三方
面，一为不加修饰，天真自然。二为摒弃思虑，洒脱率然。三为重气尚
神，顺物自然。这三个方面，分别与庄子美学思想中的“游”的三个层
次相对应，一是崇尚自然的游历，二是摒弃世俗的游世，三是物与神游
的游心。同时又都是为了达到庄子“游”思想的最高境界，即游心，实
现艺术乃至人生之美。</p> <p></p> <p> <p class=bjh-p>文人画的创
作，主要强调的是文人画家自身情感的抒发，而这种情感抒发是通过绘
画艺术表现出来的，建立在对外在自然世界的经历与感悟之中。而庄子
“游”思想中的三个不同层次，为文人画家的绘画创作提供了思想来源
。</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1.
baidu.com/feed/dcc451da81cb39dbfea1f88d5b725422aa183076
.jpeg?token=/static-img/wCl6fEz35ILoXXtoT0RhYh9qIE9GEOYLz
VU9J-SOkeG2p7ekvWQHke97wGG7a6fw.jpeg /></p> <p> <p clas
s=bjh-p>《松石牡丹》 清 朱耷</p> <p></p> <p> <p class=bjh-h3>
一、文人画的创作方式：庄子“游”思想中的游历，在文人画创作的前
提主张一“搜尽奇峰打草稿”中的表现</p> <p></p> <p> <p class=bj
h-p>清代的石涛提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主张，对后世文人画
的创作产生极为深远影响。 <p class=bjh-strong>这种绘画观念，在
注重主体意识表达的文人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绘画观点的层层深
入，正如庄子“游”的思想，从单纯的游历自然，到从自然中寻求个体
自由，最终寻求的是脱离尘世，超凡脱俗，沉浸于道的心游。</p> <p>
</p> <p></p> <p> <p class=bjh-p>那么，“搜尽奇峰打草稿”是怎么
对应庄子“游”思想的三个层次呢？</p> <p></p> <p> <p class=bjh-
p>首先，“搜尽奇峰”中包含着庄子游历思想的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
山水的游历，因为现实生活的困苦与不堪，出家为僧的石涛寄情于山水



，云游于自然之中。一“搜”一“尽”，可见其游历之辽阔。二是在自
然的游历之中，寻求自身的个体感受与自由。将自然之中的所见，化作
为个体自由服务的审美感受，其创作的重点非于对奇山怪川的刻板临摹
，而是“予脱胎于山川也”。认为绘画之中的“奇峰”，并非单纯大自
然中所见景色之中的奇山怪川，而是通过对其进行感受、领悟而创作出
来的，是将自然之美加之绘画主体对美的感受和理解得来的。</p> <p>
</p> <p> <p class=bjh-p>其次，石涛对于“打草稿”三字的运用也恰
到好处，耐人寻味。所谓的“草稿”，即不是正式的画作。通常意义上
看，草稿是对正稿的一种前期准备。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是一种没有压
力的记录与尝试，因而最能反映创作主体的主观感受。 <p class=bjh-s
trong>因而“打草稿”正是石涛在游世思想指导下抛却功利、身心自
由的一种绘画状态。</p> <p></p> <p></p> <p class=img-container
><img src=https://pics0.baidu.com/feed/8718367adab44aed00c
1754c3578da07a08bfb72.jpeg?token=/static-img/4dVv_ksjTHkA
VFlqNnk1zh9qIE9GEOYLzVU9J-SOkeHyzUMM9xKhSf2QrKzFYVjm
vPZVkSlGWYAihKDUW4d-WrouSdaqi-cxN1efKFmGw0dpEQetm3
SyZ6hZG-4OKJvB5G5eRXT-PkUdOajwpkYd7yVfeMF7HzGcz5HIw
nUIPBzpYMk0NAfJdcwdiGPqfBY-GB42oaaUfC0iFY96f2YY_w.jpeg
 /></p> <p> <p class=bjh-p>《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局部 清 石涛</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4.baidu.c
om/feed/3bf33a87e950352a22b28c2cd127a6f4b3118baa.jpeg?t
oken=/static-img/YRp6cKc8hesLHu1mKzbAWh9qIE9GEOYLzVU9
J-SOkeHyzUMM9xKhSf2QrKzFYVjmvPZVkSlGWYAihKDUW4d-Wr
ouSdaqi-cxN1efKFmGw0dpEQetm3SyZ6hZG-4OKJvB5G5eRXT-P
kUdOajwpkYd7yVfeMF7HzGcz5HIwnUIPBzpYMk0NAfJdcwdiGPq
fBY-GB42oaaUfC0iFY96f2YY_w.jpeg /></p> <p> <p class=bjh-p>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局部 清 石涛</p> <p></p> <p> <p class=bjh-p
>另外，石涛还创作了画首题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字样的《搜尽奇峰
打草稿图》。在《搜尽奇峰打草稿图》中，繁多的山石树木相互之间通



过揖让关系相连接，危崖层叠，群山怀抱，不时有尖峰峭壁直插云霄，
期间有奇峦怪石错落，给人广阔自由的感受，引人无限遐想。可以说，
我们能从画中那些形神兼备的奇山怪石中，体会画家的心思。</p> <p>
</p> <p> <p class=bjh-p>石涛的另一幅代表作品《四边水色图》，同
样也可以看出其绘画特色。整幅画面选取的都是极为简单常见的自然之
景，然则画家以不拘一格的布局以及稠密的皴点画法，使得画面中的自
然之景取之自然的同时又布满画家的深思，因而独具特色，给人以无限
的想象。</p> <p></p> <p> <p class=bjh-p> <p class=bjh-strong>
“搜尽奇峰”是为能体现个体人格和自由的“打草稿”所做的准备。因
而，“搜尽奇峰打草稿”既是文人画的一种创作方法，更是文人画家注
重思想表达的一种生动体现。庄子“游”的思想在此观点中虽无所提及
，却深深贯穿其中，处处有所表现。</p> <p></p> <p></p> <p class=
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6.baidu.com/feed/8cb1cb1
34954092340dc70b4133c8c0fb2de4929.jpeg?token=/static-img/
gJfDKQ_x6RHKfGhF56_ugh9qIE9GEOYLzVU9J-SOkeHyzUMM9xK
hSf2QrKzFYVjmvPZVkSlGWYAihKDUW4d-WrouSdaqi-cxN1efKFm
Gw0dpEQetm3SyZ6hZG-4OKJvB5G5eRXT-PkUdOajwpkYd7yVfe
MF7HzGcz5HIwnUIPBzpYMk0NAfJdcwdiGPqfBY-GB42oaaUfC0iF
Y96f2YY_w.jpeg /> <p class=bjh-image-caption>《搜尽奇峰打草稿
图》局部 清 石涛</p> <p></p> <p> <p class=bjh-h3>二、文人画家的
思维方式：庄子“游”思想中的游世与文人痴颠形象的联系，为文人画
家们在世俗束缚中的自我解放指明了一条道路</p> <p></p> <p> <p cl
ass=bjh-p>文人画是在古代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由于、文化的历史
特殊性，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发展，文人士大夫们的地位不断降低，甚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九儒十丐”的窘境之中。充满剥削与压迫的
社会现状令文人士大夫们大多仕途坎坷，朝不保夕，很难实现自身的理
想与个体的自由。随着道家学说的广泛推广，其中，庄子的“人能虚己
以游世，其孰能害之”的思想，启发了封建统治下仕途、生命岌岌可危
的文人士大夫们，为他们保全自身寻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p> <p></



p> <p> <p class=bjh-p>庄子认为，与其在社会之中处处受到限制和压
迫，还不如采取游世的态度，逍遥于功利与世俗之外的自由之境。</p>
 <p></p> <p> <p class=bjh-p>北宋著名的书画家米芾，虽然饱读诗书
、满腹才华，仕途却非常坎坷，所做过的官职也不高，曾经因为与当权
者言论不和不得不离开京城，之后一直到死前都再也没有得到重用，并
且常常因为“出身冗浊”而被人而羞辱。而且，他行事怪僻，经常做出
不合乎世俗的事情，在《宋史》中就有关于他怪异行为的记载，“元章
居母丧二十五月服除，此时居汴京保康门内，出则戴高檐帽，撤轿顶而
坐，招摇过市”。其实在《庄子》中也有庄子痴颠的记载，“庄子妻死
，惠子平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可见米芾之“颠”源自于摒弃
世规俗距、崇尚游世思想的痴颠之鼻祖――庄子。</p> <p></p> <p cl
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s://pics6.baidu.com/feed/6d81
800a19d8bc3eeba045ce02effb18a9d345f0.jpeg?token=/static-i
mg/-lMV_OluwFa_9msVhdGOJx9qIE9GEOYLzVU9J-SOkeHyzUM
M9xKhSf2QrKzFYVjmvPZVkSlGWYAihKDUW4d-WrouSdaqi-cxN1e
fKFmGw0dpEQetm3SyZ6hZG-4OKJvB5G5eRXT-PkUdOajwpkYd7
yVfeMF7HzGcz5HIwnUIPBzpYMk0NAfJdcwdiGPqfBY-GB42oaaUf
C0iFY96f2YY_w.png /></p> <p> <p class=bjh-p>《听瀑图》 宋 米芾
(传)</p> <p></p> <p> <p class=bjh-p>另外，梁楷以减笔画闻名于世
，善于画人物、山水画，曾经做过画院待诏。但最后因为受不了画院那
些繁琐的规矩，不想再受束缚，便将南宋皇帝赏赐的金带悬挂于壁上，
辞职就离开，因此有“梁疯子”的称号，为文人画家中痴颠的又一代表
人物。受到统治阶层赏识的梁楷为何弃金带而去？或许与庄子不愿如死
去是神龟被藏于庙堂之上而更向往“曳尾于涂中”的游世思想相类似，
梁楷不愿受制于统治阶级的束缚，而宁愿做“梁疯子”，放浪形骸，无
所顾忌地张扬着自我人格，以此释放自我，求得超然物外的自由之境。
</p> <p></p> <p> <p class=bjh-p> <p class=bjh-strong>在文人画
家中，这种痴颠疯狂的画家不在少数。归根结底，源于文人士大夫们对
封建社会中统治束缚的一种自我保全与解脱。庄子“游”的思想刚好能



够回答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苦闷与困惑，为文人画家们在世俗束缚中的
自我解放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通过寄情于自然、脱离于尘世来寻求精神
中的至美之境。</p> <p></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
mg src=https://pics4.baidu.com/feed/14ce36d3d539b600ae5fd9
356e34682cc75cb70e.jpeg?token=c8cac2750e37c4f55e06fa5d65
97665cs=/static-img/jPZB5W2I8wlmz0TX2fHhGB9qIE9GEOYLzV
U9J-SOkeHyzUMM9xKhSf2QrKzFYVjmvPZVkSlGWYAihKDUW4d-
WrouSdaqi-cxN1efKFmGw0dpEQetm3SyZ6hZG-4OKJvB5G5eRX
T-PkUdOajwpkYd7yVfeMF7HzGcz5HIwnUIPBzpYMk0NAfJdcwdi
GPqfBY-GB42oaaUfC0iFY96f2YY_w.jpeg /></p> <p> <p class=bjh-
p>《泼墨仙人图卷》 宋 梁楷</p> <p></p> <p> <p class=bjh-h3>三
、文人画的表现形式：文人画线条中的“一简二拙”与庄子“游”思想
中的游心的转化</p> <p></p> <p> <p class=bjh-p>文人画的美，是通
过造型语言与色彩结构来实现的。线条是绘画中造型语言的重要组成部
分，唐代的李公麟在《宣和画谱》中说，“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
意愈长也”，古人认为绘画中笔法的简练，恰恰可以营造出气韵生动的
效果，从而形成深邃的艺术境界。</p> <p></p> <p> <p class=bjh-p>
纵观庄子“游”的思想，其最高境界就是游心。“游于心”是庄子思想
的总论，也是一切“游”所要达到的最后目的。庄子思想中的“技进乎
道”中的道与技的关系，也是对“游”思想三层境界之间关系的一种阐
释。对于道与技的关系，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指的是其最高境界，即游
心。技则是一种技能，在追寻道的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p class
=bjh-strong>想到达到道就需要丢弃一切世俗功利去游世，使得技在空
明的心境中不断完善与升华。同样，当技脱离了一切束缚，也就更加趋
向于道。</p> <p></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
=https://pics2.baidu.com/feed/37d12f2eb9389b5040dd4d14055
1b8dbe6116ec4.jpeg?token=/static-img/d-RKo4FFZZXFEdKURUr
I5x9qIE9GEOYLzVU9J-SOkeHyzUMM9xKhSf2QrKzFYVjmvPZVkSl
GWYAihKDUW4d-WrouSdaqi-cxN1efKFmGw0dpEQetm3SyZ6hZG



-4OKJvB5G5eRXT-PkUdOajwpkYd7yVfeMF7HzGcz5HIwnUIPBzp
YMk0NAfJdcwdiGPqfBY-GB42oaaUfC0iFY96f2YY_w.jpeg width=4
37 /></p> <p> <p class=bjh-p>《松鹿图》 清 朱耷</p> <p></p> <p>
 <p class=bjh-p>八大山人，即朱耷，在十九岁的时候，明朝灭亡，家
破人亡的境遇让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面对统治阶级的专横跋扈
，满腔的绝世才华与抱负却无以施展，在几度失望之后，八大山人将自
身情感寄托于书画之中。晚年的八大山人心态渐渐趋向于平和，绘画也
处于最为成熟的时期。 <p class=bjh-strong>八大山人将这一生所有
的苦难与感悟化为心中的画面，情到深处，用最简单稚拙的笔法加以勾
勒，使得画面结构自然，意境深远，拙而不笨，达到了绘画的最高境界
。</p> <p></p> <p></p> <p> <p class=bjh-p>在对先辈的学习方面
，八大山人钟爱于倪瓒的画风，同时向往着庄子的游心境界。在绘画中
成功实践并发展了倪瓒的减笔法，也时刻地实践着庄子的“游”，通过
游世后，心境空明，“技进乎道”，实现所向往的游心。在八大山人的
《秋山图》中，可以看到历代大家技法线条集合的影子。董其昌的披麻
皴，倪瓒的折带皴及郭熙的卷云皴等等。 <p class=bjh-strong>可见
八大山人为了游心，在技法中下足了功夫，以便达到“技进乎道”的要
求。</p> <p></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
ps://pics2.baidu.com/feed/342ac65c10385343e442ead21d77ed7
8cb80881a.jpeg?token=/static-img/yPXu3W8qiLgfz3nkl2R7pB9q
IE9GEOYLzVU9J-SOkeHyzUMM9xKhSf2QrKzFYVjmvPZVkSlGWYAi
hKDUW4d-WrouSdaqi-cxN1efKFmGw0dpEQetm3SyZ6hZG-4OKJ
vB5G5eRXT-PkUdOajwpkYd7yVfeMF7HzGcz5HIwnUIPBzpYMk0N
AfJdcwdiGPqfBY-GB42oaaUfC0iFY96f2YY_w.jpg /></p> <p> <p cl
ass=bjh-p>《秋山图》 清 朱耷</p> <p></p> <p> <p class=bjh-p>另
外，在八大山人简笔绘画的代表作之一《荷花小鸟图》中，其中锋用笔
，于浅水露石之中画出荷花修长的叶茎，体现其君子之风，两只小鸟以
干笔浓墨勾勒，鼓着眼睛，四目对望，表达内心对现实的惶惑和不解。
在石头的描绘上，他用极简的线条，勾勒出石的形态，结构简单，省略



细节，看起来稚拙可爱，抽象线条结构于意料之外回收，初看像是初学
者不懂笔墨之控制，细细品味却发现韵味十足，是其摆脱一切束缚状态
下的自由勾勒，正合“繁中置简，静里生奇”之妙。整幅画面用笔不多
，却将画家自身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画与人一，人与天一”，令
人回味无穷。</p> <p></p> <p class=img-container><img src=http
s://pics6.baidu.com/feed/b58f8c5494eef01f51b36122619ac423b
d317d18.jpeg?token=/static-img/J8uM_5crAwXHBb1-nOfT_x9qI
E9GEOYLzVU9J-SOkeHyzUMM9xKhSf2QrKzFYVjmvPZVkSlGWYAi
hKDUW4d-WrouSdaqi-cxN1efKFmGw0dpEQetm3SyZ6hZG-4OKJ
vB5G5eRXT-PkUdOajwpkYd7yVfeMF7HzGcz5HIwnUIPBzpYMk0N
AfJdcwdiGPqfBY-GB42oaaUfC0iFY96f2YY_w.jpeg /></p> <p> <p c
lass=bjh-p>《荷花小鸟图》 清 朱耷</p> <p></p> <p> <p class=bjh-
h3>总结</p> <p></p> <p> <p class=bjh-p> <p class=bjh-strong>
文人在创作文人画时，离不开庄子“游”思想的影响，而庄子“游”的
思想，由低到高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分别是崇尚自然的游历、忘却功名
利禄而用放逸思想来对待世界的游世、在精神世界中达到空明状态的游
心。这些美学思想为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文
人画家的思维方式、文人画的创作过程及其表现形式等方面处处可以看
到庄子“游”思想的影响。</p> <p></p> <p></p> <p></p><p><a hr
ef = "/pdf/4375-游历游世游心论庄子游的思想在文人画创作中的体现.
pdf" rel="external nofollow" download="4375-游历游世游心论庄
子游的思想在文人画创作中的体现.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
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