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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与艺术·

国画艺术中纸张的艺术表现力
□ 欧键汶

摘 要：在国画创作中，纸张的质感、吸墨性能及其与水墨的相互作用，成为了影响和决定国画作品艺术表现力

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宣纸、竹纸，还是各类手工纸，每一种纸张都有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属性。这些属性直接影

响着墨色的渲染、扩散以及最终的视觉效果。文章主要探讨纸张在国画艺术中的艺术表现力，从纸张的种类与特

性出发，详细分析纸张是如何影响国画的艺术效果和情感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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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国画艺术中，

纸张不仅是墨色和笔触的物理载体，更通过其独特的

物理和化学特性，与墨色、水分互动，形成了丰富多

变的艺术表达效果，成为了艺术家表达创作理念、情

感和气韵的重要媒介。因此，纸张不仅仅是国画艺术

中的一种载体，更是其艺术表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艺术观念的革新，现代国画艺术家

开始探索更多纸张类型以及将传统纸张与现代材料技

术相结合的创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分析不同

纸张在国画艺术中的应用情况，探讨纸张如何通过其

物理和化学特性影响国画的艺术表达效果，以及如何

在现代国画创作中发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以期为

国画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启示，进一步促

进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与创新。

国画艺术从唐代兴起，经宋、元、明、清多个时

期的发展以及现代的不断演变，见证了中国艺术审美

的变迁 [1]。唐代山水画兴起，王维、李思训等以其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作风格奠定了中国山水

画的基本规范。宋代的国画艺术讲求写实与意境并

重，强调“气韵生动”的创作理念，并兴起了花鸟画

和人物画。元代国画艺术在山水画创作的基础上形成

了“文人画”的风格，强调画家个人的情感表达和文

化修养；明清两代国画艺术进一步繁荣，出现了大量

画派和画家，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技

法，推动了国画艺术的多样化发展。进入现代，画家

如齐白石、徐悲鸿等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国画的精

髓，并积极吸收西方艺术的表达技法和理念，创造出

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画作品。

国画艺术的基本元素包含线条、色彩、构图与笔

墨。其中，线条是构图的骨架，不同的线条强度、粗

细、速度和方向等都能反映画面的动态和气氛；国画

的色彩运用是依靠墨色的深浅和浓淡来展现景物的质

感和空间感的；笔墨是国画艺术的灵魂，“笔”即画

家使用毛笔的技巧和方式，“墨”则指墨色的运用，

包括浓淡、干湿等。此外，国画艺术采用了多种表现

手法，如写意、留白等。写意画注重表达画家的情感

和及其对自然的主观感受，追求意境的架构；留白则

是国画的一种空间表现技巧，可以增强画面的艺术效

果，给予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一方面，纸张的吸墨性是指纸张的吸墨能力，优

质的国画纸张，如宣纸，其独特的吸墨性能使墨色在

纸面上流动和扩散，形成水墨画特有的烟雾效果和淡

远的层次感[2]。艺术家通过掌握纸张的吸墨性，能够

在创作中精准表达山水间的虚实变化、云雾的缥缈轻

舒以及墨色的渐变和过渡，赋予作品深邃的空间感和

丰富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纸张的质地即纸面的光

滑度与纹理感，在国画艺术创作中也扮演着关键角

色。粗糙与细腻的纸面质地赋予了创作截然不同的视

觉效果和艺术风格。粗糙的纸面可以增强画面的质

感，展现山石的苍茫、林木的挺拔；细腻的纸面则能

够呈现墨色的层次和笔触的细节，适合于描绘细致的

花鸟和精美的人物肖像，展现精巧雅致的表现效果。

宣纸源于中国安徽宣城，拥有千年历史。宣纸的

制作选材讲究，历经多道工序，才能制成质地坚韧、

吸水性好、耐老化的高质量宣纸。这种纸张不仅承载

着中国古代纸张制作的智慧，也凝聚着中国人对自然

和谐、文化细腻的审美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

影。在国画艺术中使用宣纸可以体现绘画技巧；这也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尊重。以宣纸为

载体创作的国画作品能够更加深刻地展现中国古典美

学的深邃意蕴和独特情韵。宣纸具备独特的吸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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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色可以在纸面上自由流淌和渗透，形成独有的水墨

晕染效果。而这种晕染效果恰恰与国画追求的意境相

得益彰，能使画面呈现出如梦如幻的朦胧美，使山

水、花鸟、人物等画面更加生动、自然，充满诗意。

此外，宣纸质地细腻，可以精准捕捉细微的笔触和墨

迹变化，无论是轻灵的飞白还是沉稳的厚涂，都能在

宣纸上得到完美呈现。

竹纸表面质感粗糙，艺术家在竹纸上施墨时，墨

迹与纸面的相互作用能够自然地形成细腻的纹理变

化，可以用于模拟自然界中各种元素的质地，如峰峦

的粗犷、水流的细腻、云雾的轻盈等。尤其是在表现

山石的质感时，竹纸的纤维结构能使墨色展现出更丰

富的层次和深度，让画面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立体感和

自然真实感，为观者打造一种如临其境的视觉体验。

竹纸本身作为一种取材自然、经过简单加工的纸张，

保留了较多自然属性和原始美感，而这种来自大自然

的原始质朴也与国画追求的自然主题和意境不谋而

合。使用竹纸的国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自然表

现，更是精神层面对自然的致敬与回归。艺术家通过

竹纸这一载体能够更加直接和深刻地传达自然界的生

命力和内在精神，触动观者的心灵，引发其对自然美

和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同时，观者也能够感受到一

种超越纸墨的自然气息和生命的呼吸，产生共鸣。

在纸张的选择方面，艺术家选择纸张不仅仅是对

纸张物理特性的选择，更是其个人风格、创作意图与

情感倾向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纸张的选择成为了

艺术家情感表达的前奏，预示着即将创作的艺术作品

将承载着怎样的情感色彩和精神内涵。对于一些偏爱

使用宣纸的艺术家而言，其更倾向于表现国画的传统

韵味和深沉情感；而选择竹纸的艺术家，则更注重作

品的生动自然。这种不同的选择是艺术家与纸张之间

情感互动的起点，也是艺术创作过程中情感表达的第

一步。在纸张的质地方面，艺术家通过手指触摸纸

张、感受纸张的温度和质感，与纸张建立一种直观而

深刻的情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纸张的质地、厚

薄、光滑或粗糙等特性，都能激发艺术家内心的情感

波动，进而影响其创作灵感和表现手法。细腻光滑的

纸面可以唤起艺术家对细节的精雕细琢；粗糙的纸面

则可以激发艺术家对力量和质感的追求。基于纸张质

地而产生的情感互动也会使纸张成为连接艺术家内心

世界与外在表现的桥梁。在国画创作过程中，艺术家

的情感不断被投射到纸张上，这种情感投射是艺术家

与纸张互动的深化阶段，即每一笔墨色的落纸除了可

以展现技巧，还可以传达艺术家的创作情感。艺术家

运用不同的纸张，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世界观和价值

观融入作品中，让纸张不再是被动的承载者，而是积

极的参与者，与艺术家的情感进行深刻的互动，共同

塑造作品的最终面貌。

纸张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载体，其发展与中国传

统文化紧密相连。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以来，纸张

就开始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了，尤其

是在书法和国画艺术中，纸张不仅仅承载着艺术家的

创作，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和哲学思想[3]。

宣纸以其柔韧细腻的特质，成为了表达国画精神和文

人风骨的理想选择，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审美理念

和对自然美的追求。通过对纸张的选择和使用，国画

艺术不断传承和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传统纸张工艺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其中

不乏拥有独特制作工艺和历史文化价值的纸种，如宣

纸、澄心堂纸等。这些传统纸张的制作工艺充分体现

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和历史积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传统

纸张工艺面临失传的风险，保护和传承传统纸张工艺

成为了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申报、手工艺人的培养以及相关文化活动

的举办等，可以有效保护传统纸张工艺，使这一古老

技艺得以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扬光大。随着时代的发

展，纸张在国画教育中的应用更注重文化的传承了。

在国画教育中，通过对不同纸张特性的学习和实践，

学生可以掌握国画的基本技法，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

化和审美理念。例如，教师可以介绍宣纸的历史背

景、制作工艺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使学生在

学习绘画技巧的同时可以感受纸张背后的文化韵味和

精神价值；也可以组织学生参观造纸工坊、纸张手工

制作工序，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传

承意识。

在新材料纸张的开发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材料科学的发展，新型纸张材料的开发已逐渐成为

现代国画艺术发展中的重要趋势，如纳米纸、合成纤

维纸等以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为国画艺术的创

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其中，纳米纸以其超强

的耐久性和优异的墨色展现能力，被广泛应用于需要

长期保存的国画作品创作中；合成纤维纸则因其不同

寻常的质地和色彩呈现效果，被艺术家用来探索新的

视觉表达语言。这些新材料的开发极大地丰富了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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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基础，推动着传统艺术形式向现代化转型的过

程[4]。同时，在现代国画艺术的创新中，科技与纸张

的结合开辟了艺术创作的新领域。艺术家借助数字印

刷技术、三维打印技术等能够在纸张上呈现更加精细

和复杂的图案与效果，突破了传统手工绘制的限制。

此外，科技使纸张能够与其他媒介如视频、声音等互

动，从而创造多媒体艺术作品，为国画艺术的表现手

法和观赏体验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新型纸张在艺术表

现中的创新应用主要表现为艺术家开始使用具有特殊

吸收性或反光性的纸张，创作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国

画作品；利用新材料纸张的特殊质地，表现不同的自

然质感和立体感，使作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国画艺术家开始探索将

传统纸张与数字化技术结合的新途径。一方面，艺术

家通过高精度扫描和数字打印技术在纸张上复制出极

其细腻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色彩饱和度、层次分明度

上均达到了传统手绘所难以实现的效果。另一方面，

艺术家也开始利用数字编辑软件等对传统国画进行创

新性解构和重组，再将其重新呈现于纸张之上。这种

方式使得国画作品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感和创新

性，也为国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涵提供了更广阔的

探索空间。纸张与现代表现技术的结合还体现在交互

式艺术的探索上。在这一方面，艺术家将纸张作品与

电子传感器、增强现实（AR）技术等结合创造出了可

以与观众互动的国画作品，使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

还可以参与和互动，激发其艺术想象和情感体验。在

这一创作形式下，观众的移动或触摸可以引发纸张图

案的变化；或者通过特定的应用程序，观众便能看到

纸张艺术作品中隐藏的虚拟元素。这种互动性强化了

艺术作品的互动性和表现力，为国画艺术的传播和发

展提供了新的途径[5]。在现代国画艺术中，纸张与现

代表现技术的结合还体现在对环保新材料的探索和应

用上。面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呼声，艺术家开始寻找可

持续发展的纸张材料，如利用再生纸、植物纤维纸等

环保材料进行创作。这些材料的使用不仅减轻了对环

境的影响，而且也因其独特的质地和质感，为国画艺

术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思路。艺术家运用这些环保材料

进行创作，既展现了对自然和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又

在艺术创作中传达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纸张与现代

表现技术结合，为现代国画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视

野。这种创新的结合大大丰富了国画的表现手法和技

术路径，为国画艺术的传统与现代对话和东西方对话

提供了新平台。

通过对国画艺术中纸张艺术表现力的深入分析，

文章揭示了纸张特性在墨色扩散、色彩渲染以及艺术

氛围营造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纸张的种类和质地直接

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表现手法，进而影响作品

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此外，文章探讨了现代科技

对传统纸张制作技术的影响以及对国画艺术表现力的

潜在拓展，以期丰富国画艺术的表现手段和技巧，推

动国画艺术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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