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繪畫藝術的源起和唐代的山水畫
中國的繪畫，可上溯至黃帝時代，經歷數千年發展，佳作紛陳，

大師輩出。中國的繪畫史，本身就是一軸絢麗豐富的長卷。

早期的中國繪畫，多用於器物裝飾、紀念人物事功或作禮教用
途。中國繪畫真正成為藝術，很多學者都認為始於六朝的顧愷之（約
公元345-406）。顧愷之擅長當時最盛行的人物畫，著名的畫作包括《女
史箴圖》和《洛神賦圖》。不過，顧愷之對中國繪畫最大的影響，是他
以繪畫為職業，改變了以前繪畫只給視作工匠手藝的看法，大大提高
了畫家的地位。顧愷之既有傑出畫作，復有畫論傳世（《畫論》、《魏晉
勝流畫贊》、《畫雲台山記》），明代楊慎就稱他為中國繪畫四祖之一。

唐代太平盛世，文藝宗教發達，繪畫得到很大的發展，突破之
一，是繪畫的選材範圍擴大了，山水花鳥畫日趨成熟，出色的畫作不
再局限於人物。在南北朝以前，山水風物多作為人物畫的背景；到了
唐代，山水畫不僅確立了在畫科分類上的獨立地位，技術上也有長足
進步。李思訓（公元651-716）和王維（公元701-761）可說是唐代山水畫
的雙璧。

李思訓繼承了隋代展子虔的畫風，格律嚴謹，筆法工整精細。李思訓擅畫華麗 色山水，
確立了“青綠金碧”山水畫的風格，後人視他為山水畫北宗之祖。李思訓為唐宗室，官至左武 大
將軍。他的兒子李昭道亦擅丹青，繼承父風，父子兩人並稱大小李將軍。李思訓的作品多已散佚，

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江帆樓閣圖》傳為李思訓真�。

王維與李思訓的畫風截然不同，前者渲淡秀逸，後者濃麗工
細，後人視王維為山水畫南宗之祖。王維，字摩詰，官至尚書右
丞，故世稱王右丞。他既是詩人，也精通繪畫和音樂，多才多藝。
他以破墨法來寫山水松石，成品素淡高清，與 色山水各有不同的
韻味和意趣。破墨法是中國畫一種用墨技巧，用不同的墨色濃淡相
間來表現物象的輪廓界限，畫面鮮活生動。宋代蘇軾在《書摩詰藍
田�雨圖》中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
詩。”足見王維的作品詩畫相融，獨樹一幟。明代董其昌在《畫
旨》中稱：“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王維的畫對後世文人畫影響深
遠，也是中國繪畫史上詩、書、畫結合的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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