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 信息 No . 3 2024

纸论坛 Paper Forum

纸张在中国传统国画中的文化意义与应用
□ 李萍萍

摘 要：纸张是中国传统艺术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在国画中的应用不仅是作为一个载体，而且还深深扎根于中国

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文章就纸张在中国传统国画中的文化意义与应用展开探

讨，并通过对纸张的历史渊源、文化象征意义以及在传统与现代国画中应用方式的分析，揭示纸张与中国国画之

间的文化联系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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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画艺术以其独有的表现技法和深邃的文化

内涵，被誉为东方艺术的瑰宝。国画艺术家通过对纸

张特性的深入理解和巧妙应用，将水墨之美发挥到极

致，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哲学理念。宋代文人

画的兴起便是基于对自然美学和文化内涵的生动传

达。其中，纸张的选择和应用显得尤为关键，纸张的

吸水性、质地、色泽等物理特性成为了艺术家传达个

人情感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现

代科技的进步和新材料的引入为纸张的生产带来了新

的可能，并为国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当代艺术家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纸张

与新技术、新材料的结合，促进了国画艺术的多样化

和现代化发展。文章通过对纸张与国画之间历史渊源

的回顾、文化意义的分析以及在现代艺术实践中的应

用探索，进一步了解纸张在国画中所扮演的角色，揭

示其背后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

纸张的发明最初是为了解决记录信息的便利性和

效率问题。在古代，用于记录信息的竹简和丝帛既重

又不便携，限制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在东汉时

期，蔡伦通过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等原料，

对造纸工艺进行了改良，显著降低了造纸成本，提高

了纸张的质量与产量。此后，隋唐至宋元时期，纸张

的改良与普及为文化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其

中，唐朝时纸张的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出现了如宣

纸等高质量的纸张，不仅被用于书写，还开始被广泛

应用于绘画和印刷领域，使得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更

为多样化。到了宋代，造纸技术引入了新型原料，使

得纸张的质地更为细腻耐用，满足了书写和印刷的高

标准要求。加之印刷术的推动作用，以纸张为载体的

书籍开始大量复制和流通[1]。在此过程中，纸张作为

印刷的主要载体，其改良与普及促进了知识的广泛传

播，加速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此外，纸张的广泛使

用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纸币的出现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改善了交易的便利。进

入现代社会，纸张的生产和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但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现代纸张制造业开始使用可持续管理的林木资源、可

回收再利用废纸等环保的方式来生产纸张。

在书法艺术中，不同质地的纸张对墨迹的吸收与

扩散效果不同。其中，宣纸以其良好的吸水性和适中

的吸墨性成为了书法家偏爱的材料之一。宣纸能够使

墨色在纸面上自由扩散，形成独特的晕染效果，从而

赋予书法作品以生动的艺术生命力和深邃的空间感。

而在绘画领域，细腻光滑的纸张适合描绘精细的线条

和细节纹路，而较为粗糙的纸张则更能展现墨色的厚

重与质感，使画面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总之，在

书法与绘画的实践中，纸张的使用远超过其物质价

值，与墨、笔、砚并称为“文房四宝”，象征着文人

的品味、学识及精神追求。书法作品中的每一笔、每

一划以及绘画作品中的每一处色彩和线条，都在纸张

上彰显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这种通过纸张表达思想

情感、传递文化理念的实践，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艺

术“形神兼备”的美学追求。纸张作为艺术表达的承

载者，其文化价值和意义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维度。

从纸张质地的变化来看，不同朝代的纸张因其制

作工艺与原料的不同而展现出各自的特性，对国画的

风格与技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唐代以前，因造纸技

术的限制，纸张较为粗糙，且吸水性较强。因此，早

期的国画多以简约、粗犷的线条为主，强调墨色的深

浅与变化，以适应纸张的物理特性。到了宋代，造纸

技术的发展使得纸张变得更加细腻、平滑，吸水性和

保墨性得到了显著改善，国画艺术家可以在绘画中展

现更为精细的描绘和层次感，例如，山水画和花鸟画

中对自然景观的细腻表现和深远意境的营造。此外，

纸张在国画中的文化寓意反映了不同朝代文化审美观

念的变迁，例如，宋代文人画的兴起就标志着国画从

·纸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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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到文人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国画强调意境与情趣

的表达，纸张的选用也更加讲究，宣纸因其具有良好

的吸墨性和透气性，成为了文人画家首选的纸张，画

家能够在纸上自如表达水墨的韵律美，将诗、书、画

三者融为一体，呈现出了宋代文人对于自然和艺术的

深刻理解及对高雅情趣的不断追求。纸张与国画之间

的深刻联系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

化底蕴，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和文化传承带来不可忽

视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墨色的深浅变化被视为阴阳

相生相克的自然哲学思想，纸张为这一变化提供了得

以展现的平台。纸的洁白恰似宇宙之始的混沌，墨色

的点染则象征着万物的生成与演变。艺术家通过对纸

与墨的巧妙运用，在视觉上实现了阴阳的和谐统一，

传达了自己对自然规律和宇宙秩序的深刻认知。纸的

空白留白与墨色的有无相生传达着虚实相生的理念，

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平衡、和谐的追求，以及对空灵、

无为而治的哲学思考。纸与墨的文化象征意义还体现

在其表达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审美追求上。中国

国画强调“意在笔先”[2]，借助纸张的质地、墨色的

浓淡展现画面的视觉效果，将艺术家内心世界外化。

纸的宽广背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墨色的流淌与

变化则如同人的情感与经历，复杂而深邃。在这种视

觉与情感的双重作用下，纸与墨不仅成为了国画艺术

表现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成为了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美学理念的重要媒介。

在国画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通过有意地在纸上

留下未着色的空白区域，运用虚实对比的手法，以无

形之“空”来衬托有形之“实”，从而引发观者无限

的想象与联想。这种艺术手法是对物质空间的巧妙利

用，更是对宇宙万物生成、演变过程中“虚”与

“实”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哲学观念的艺术体现。国

画艺术采用这一创作方式传递了一种超越物质形态、

寻求精神意境与哲学思考的审美追求。中国传统国画

强调“写意”而非“摹形”，通过在纸上留下大量空

白，艺术家不仅给予了观者广阔的想象空间，更是在

无言中表达了对自然界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生命力的敬

畏。这种“留白”技巧的应用使得作品能够呈现出一

种超脱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境界，反映了中国哲学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

从纸张的自然属性来看，中国传统纸张本身即源

自自然，由竹、麻、棉、树皮等天然材料制成。可

见，材料的选择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

一”思想。在国画创作过程中，纸张不仅仅是画作的

背景，更是一种将自然元素直接引入艺术创作的方

式。艺术家运用各种天然材料制成的纸张，以其独特

的质地和吸墨性，表达着对自然景观的深刻理解和感

悟。这种基于纸张的选择，使得国画作品生动呈现出

了山水的灵动、风云变幻的细腻以及植物生长的旺盛

生命力，从而传达出了画家本身与自然和谐共鸣的艺

术境界。同时，纸张还可以生动地表现自然美，通过

控制纸张的湿度和墨水的浓淡，画家能够表现出四季

更替的不同景色，如春天的嫩绿、夏天的郁郁葱葱、

秋天的金黄以及冬天的萧瑟，都可以通过纸张与墨色

的微妙配合得以呈现。此外，天气现象如云、雨、

雾、雪等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对纸张的不同处理方式来

形象表达。这一技法的运用，要求画家对自然界深刻

理解，并对纸张性质和墨色运用有精湛的掌握能力，

以达到以简捷笔墨描绘自然界复杂多变美景的效果。

纸张的吸水性、耐久性及纹理是国画艺术家在选

择纸张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其中，吸水性决定了墨迹

在纸上的流动性和扩散性，不同的吸水性可以创造出

不同的艺术表现效果。宣纸就因其良好的吸水性和较

好的耐久性，而被广泛应用于国画的创作中，其能够

使墨迹在纸上自然渗透，形成独特的水墨晕染效果。

纸张的纹理也会影响画作的最终呈现，粗糙或光滑的

纸面可以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感受和艺术氛围。因此，

艺术家会根据作品的主题和表现手法精心选择纸张类

型，以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同时，国画艺术家在选

择纸张时也会考虑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寓意和历史

渊源。国画强调了意境和氛围的营造[3]，纸张作为其

重要的物质载体，承载着文化记忆和精神追求。自古

以来，宣纸就被誉为“纸中之王”，不仅因其有卓越

的物理特性，更因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和艺

术价值。因而，艺术家在选择纸张时，也会深入考虑

其历史背景、文化意义以及与作品主题的适配程度，

从而更好地呈现出作品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

传统纸张以其独特的吸水性和质感，长久以来被

视为国画创作的理想媒介，而新型材料的引入不仅为

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也促使其开始探索纸

张的新功能和新效果。其中，合成纸张具有优越的耐

水性和耐久性，使得水墨不再局限于传统吸水纸张上

的晕染效果，艺术家可以在纸张上进行多层次的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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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复修改，创造出更加丰富和层次分明的视觉效

果。这种材料的创新使用，大大拓展了国画的表现范

围，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思路。此外，传

统纸张与新材料的结合还体现了现代国画对传统文化

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在保持传统国画精神和技法的基

础上，一些艺术家开始将数字打印技术与传统水墨画

结合，将特殊处理过的纸张或其他新材料作为载体，

在保留水墨画传统韵味的同时，还呈现出了不同于传

统水墨的新颖视觉效果。这一创新探索一方面展现了

国画艺术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艺术创作者

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现代理念表达的尝试。

纸张在当代国画中承担了更加多元和实验性的角

色，艺术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宣纸，而是开始尝试各

种新材料和特殊处理方式，以拓展国画的表现力和视

觉效果。在实践中，艺术家通过对纸张进行特殊加工

处理，如烧灼、折叠、裁剪等，使其成为作品表现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赋予作品独特的质感和视觉冲击

力，使纸张本身也成为了传达艺术家创意和情感的重

要媒介。同时，纸张在当代国画艺术表现中还担负起

了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桥梁角色[4]。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当代国画艺术家开始不断吸收和

融合西方的艺术理念和技法，纸张作为一种具有深厚

东方文化底蕴的材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艺术家通过在纸张上应用数字打印、混合媒介等

现代艺术技法，在保留国画传统韵味的同时，引入了

现代艺术的新元素，展现了文化的对话与融合。这种

在纸张上进行的创新实验，为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

合提供了新的路径。

随着新材料科技的发展，传统纸张材料的物理特

性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优化，为国画艺术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表现手法。在实践中，通过纳米技术改良的纸

张在保持传统宣纸吸水性和柔韧性的同时，还具备了

更高的耐久性和更佳的色彩还原性，使得国画作品在

细节表现和色彩饱和度上有了更大的提升。同时，数

字打印、3D打印技术在纸张上的应用也为国画创作提

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创作空间，使得创作者能够在传统

绘画的基础上探索更多的创新可能，从而推动国画艺

术的现代化转型。从纸张在艺术教育和文化传承中的

作用这一视角来看，艺术教育领域通过对不同纸张材

料的研究和使用，培养了学生对国画材料学的深入理

解和艺术创作的实践能力[5]。而纸张作为一种承载中

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媒介，在国画的传承与推广

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借助纸张制作和国画创作

的相关展览和工作坊活动的开展，一方面可以增强公

众对国画艺术的认识和兴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激发

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此外，在全球化

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纸张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东方

特色的艺术材料，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展示了中国艺术

的独特魅力，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实

践路径。

纸张在国画中的应用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和

包容性。文章通过对纸张与国画之间关系的研究发

现，纸张与水墨、笔法等元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对

于自然的观察、理解和情感表达，展现了一种崇尚自

然和谐与精神自由的美学追求。对纸张和国画间深层

次关系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国画的艺术魅

力，进而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和多样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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