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绘画史》第三章六朝之绘画

简介

《中国绘画史》是陈师曾先生 1922 年在济南主讲“中国美术小

史”课程的讲座记录稿。《中国绘画史》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三代至明

清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梳理历代画史脉络、技法沿革、题材变迁以

及重要的画派、画家等，内容全面、语言凝练，是一本中国绘画的简

明通史。

第三章 六朝之绘画

汉纽既解，魏、蜀、吴鼎足三分，中原逐鹿者五十余年。转瞬见

六朝之兴亡，所谓五胡乱华，南北纷争，其间扰乱凡三百五十年。然

六朝帝王将相多好书画，于国家丧乱之际而收藏赏鉴尚称隆盛。加之

汉以来与西域交通，佛教思想浸入中国，虚无厌世之学风并庄老之玄

谈，流行于士大夫之间。

-六朝（222–589 年），一般是指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

即孙吴（或称东吴、三国吴）、东晋、南朝宋（或称刘宋）、南朝齐

（或称萧齐）、南朝梁、南朝陈这六个朝代。六朝京师均是南京（孙

吴时期名为建业，西晋司马邺称帝后为避讳，改名建康）。

-五胡乱华：指在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

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数个非汉族政权，形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

时期。“五胡”主要指匈奴、鲜卑、羯 jié、羌、氐 dī 五个胡人大部落，

但事实上五胡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

盖国家争乱，政治颓靡，社会人民几无以自聊，故不得不借佛老

之说、美术书画之趣以安慰其精神，有所寄托，逃脱烦恼。故当时佛

教号称极盛，石刻造像弥山满谷，几乎人持佛号，家然净灯。如龙门

造像，即可知当时风俗及美术之一斑。佛像佛画输入中国为一大机会，

而吾国绘画界亦新添一异彩也。

龙门造像：指龙门造像记的字体。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馀论》：

“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共山、

铁山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参见“龙门二十品”。



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

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

尚因以兴起，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其技能顿进。画题如佛道人物、

牛马、山水、花鸟、鱼龙、车马、楼台等，其范围甚为扩张。南齐谢

赫之《画品》、梁元帝之《山水松石格》、陈姚最之《续画品》等，

盛行于世。

【谢赫】

南朝齐梁时期画家、绘画理论家。善作风俗画、人物画。著有

《古画品录》，为我国最早的绘画论著。评价了 3世纪至 4世纪的重要

画家。提出中国绘画上的“六法”，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鉴赏家

们所遵循的原则。



代表作品

《古画品录》首先提出绘画的目的是：“明劝戒，著升沉，千载

寂寥，披图可鉴。”这就是指出了：通过真实的描写收到教育的效果。

这一理论认识的出现是进步的现象。谢赫的《古画品录》是中国绘画

史上举足轻重的传世之作。他在书中品评了前代 27 位画家的作品，几

乎是中国画创作历史上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其中他提出的“六法”

论尤为精彩，对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影响极为深远。《古画品录》中

对于画家的评论的重要意义也在于保留了可贵的史料。在他之后有陈

朝姚最的《续画品》，唐朝李嗣真的《后画品》，僧彦悰的《后画

录》，这就开始了中国绘画史的最早的著述，至唐代，由张彦远汇集

成《历代名画记》。



后世评议

由此可见，“六法”是古代绘画“实践经”，提高为“理论”的。 

关于“六法”，过去存在着若干混乱的看法。或有意的加以神秘化，

例如说：五法可以学，而气韵只能先天的。或者用气韵生动否定其余

诸法的必要性，而流为形式主义的掩护。或者把“六法”当作创作实

践的技法，用以证明古人的写实技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诸如此类混

乱的看法，都有待用历史观点加以澄清。

谢赫的“六法论”之重要，乃在于他作了这一整理集中的工作。

虽然“六法”之间的正确的科学的逻辑的关系没有完全明确起来，然

而由于反映了绘画艺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完整的认识，而此认识既肯

定了根据对象造型的必要性，也提出了理解对象内在性质的重要性，

同时也指出笔墨是表现对象的手段。

《古画品录》的大部分文字是谢赫评论曹不兴以及他同时代的二

十七个画家的作品。他在评论中，把画家分成六品，即六个等级。这

一方面也是当时对人品评所采用的方法。对人的评论以精神气质、风

度为标准。所以这一分别等第的方法，和“气韵生动”的概念，都和



当时评论人的风气有关系的。除画品以外，当时还有《诗品》、

《棋品》等，都是借用了评论人物分别等第的方法。

人物地位

影响千年美术界

六法论为中国古代美术品评作品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提出了

一个初步完备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从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表达

画家对客体的情感和评价，到用笔刻画对象的外形、结构和色彩，以

及构图和摹写作品等，总之创作和流传各方面，都概括进去了。自六

法论提出后，中国古代绘画进入了理论自觉的时期。后代画家始终把

六法作为衡量绘画成败高下的标准。宋代美术史家郭若虚说：“六法

精论，万古不移”（《图画见闻志》）。从南朝到现代，六法被运用

着、充实着、发展着，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美术理论最具稳定性、最有

涵括力的原则之一。

画圣顾恺之的风格

顾恺之的关于绘画艺术的言论，以及魏晋以来人们对于人物的鉴

赏评论所一致强调的人的精神气质的生动的表现。这些言论是谢赫提

倡“气韵生动”的根据。谢赫的六法论是怎样论述的，历代又是怎样

理解与发展的，这需要对原文进行必要的释义。谢赫原文和古代的辗

转传抄是不标点断句的，后人点句不同，六法的意思也就有了一些区

别。但不论哪种点句法，所包涵的基本内容却是大体一致的。

原文的标点断句

对六法原文的标点断句，一般是“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

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

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种标法主要是根据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的记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

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

移模写。”

今人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论及这段文字，认为应作如下读法，

方才符合谢赫原意与古文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

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



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气韵生动

“气韵生动”或“气韵，生动是也”，是指作品和作品中刻画的

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显得富有生命力。气韵，原是魏、晋

品藻人物的用词，如“风气韵度”、“风韵遒迈”等，指的是人物从

姿态、表情中显示出的精神气质、情味和韵致。画论中出现类似的概

念，首先是用以衡量画中人物形象的，后来渐渐扩大到品评人物画之

外的作品，乃至某一绘画形式因素，如说“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

笔者”（张庚《浦山论画》）、“气关笔力，韵关墨彩”（黄宾虹

《论画书简》）。这已不是谢赫原意，而是后代艺术家、理论家根据

自己的体验、认识对气韵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

气韵与传神在说明人物形象的精神特质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

但传神一词在顾恺之乃至后人多指人物的面部尤其是眼睛所传达的内

在情性，而气韵则更多的指人物的全体尤其姿质谈吐所传达的内在情

性，或者说内在情性的外在化。在谢赫时代，气韵作为品评标准和创

作标准，主要是看作品对客体的风度韵致描绘再现得如何，而后渐渐

涵容进更多主体表现的因素，气韵就指的是作为主客体融一的形象形

式的总的内在特质了。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也是

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

骨法用笔

“骨法用笔”或“骨法，用笔是也”，是说所谓骨法及与其密切

相关的笔法。“骨法”最早大约是相学的概念，后来成为人们观察人

物身份和特征的语言，在汉、魏很流行。魏、晋的人物品藻，除了

“风韵”一类词外，常用的就是“骨”、“风骨”一类评语。“骨”

字是一个比喻性的概念，“骨”、“骨力”乃借助于比喻来说明人内

在性格的刚直、果断及其外在表现等。书论上用“骨”字，如“善笔

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笔阵图》）等，指的是力量、笔力。

绘画评论中出现“骨”始于顾恺之，如评《周本纪》：“重叠弥纶有

骨法”；评《汉本纪》：“有天骨而少细美”等。这里的“骨法”、

“天骨”诸词，还和人物品藻、相学有较多的联系，指所画人物形象



的骨相所体现出的身份气质。

谢赫使用“骨法”则已转向骨力、力量美即用笔的艺术表现了。

当时的绘画全以勾勒线条造型，对象的结构、体态、表情，只能靠线

的准确性、力量感和变化来表出。因此他借用“骨法”来说明用笔的

艺术性，包涵着笔力、力感（与书论“善笔力者多骨”相似）、结构

表现等意思在内。这可以由“用笔骨梗”、“动笔新奇”、“笔迹困

弱”、“笔迹超越”诸论述中看出。谢赫之后，骨法成为历代评画的

重要标准，这是传统绘画所特有的材料工具和民族风格所必然产生的

相应的美学原则，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绘画民族风格的完美发展。

应物象形

“应物象形”或“应物，象形是也”，是指画家的描绘要与所反

映的对象形似。东晋僧肇说“法身无象，应物以形”，是说佛无具体

形象，但可以化作任何形象，化作任何相应的身躯。对于画家来说，

应物就是刻画出对象的形态外观。这一点，早于谢赫的画家宗炳就以

“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画山水序》）”加以说明了。在六法中，

象形问题摆在第三位，表明在南北朝时代，绘画美学对待形似、描绘

对象的真实性很重视。但又把它置于气韵与骨法之后，这表明那时的

艺术家已经相当深刻地把握了艺术与现实、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的关

系。后代的论者有的贬低形似的意义，有的抬高它的地位，那是后人

不同的艺术观念在起作用，在六法论始创时代，它的位置应当说是恰

当的。

随类赋彩

“随类赋彩”或“随类，赋彩是也”，是说着色。赋通敷、授、

布。赋彩即施色。随类，解作“随物”。《文心雕龙·物色》：“写气

图貌，既随物以宛转”。这里的“类”作“品类”即“物”讲。汉王

延寿《鲁灵光殿赋》：“随色象类，曲得其情”。随色象类，可以解

作彩色与所画的物象相似。随类即随色象类之意，因此同于赋彩。

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或“经营，位置是也”，是说绘画的构图。经营原

意是营造，建筑。谢赫借来比喻画家作画之初的布置构图。“位置”



作名词讲，指人或物所处的地位；作动词，指安排或布置。谢赫

说毛惠远“位置经略，尤难比俦 chóu”，是安置的意思。唐代张彦远

把“经营位置”连起来读，“位置”就渐被理解为动宾结构中的名词

了。他说“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把安排构图看作绘画的提

纲统领。位置须经之营之，或者说构图须费思安排，实际把构图和运

思、构思看作一体，这是深刻的见解。对此，历代画论都有许多精辟

的论述。

传移模写

“传移模写”或“传移，模写是也”，指的是临摹作品。传，移

也；或解为传授、流布、递送。模，法也；通摹、摹仿。写亦解作摹。

绘画上的传移流布，靠的是模写。谢赫亦称之为“传写”：“善

于传写，不闲其思”——其实早在《汉书·师丹传》中就有了“传写”

二字：“令吏民传写，流传四方。”把模写作绘画美学名词肯定下来，

并作为“六法”之一，表明古人对这一技巧与事情的重视。顾恺之就

留下了《摹拓妙法》一文。模写的功能，一是可学习基本功，二是可

作为流传作品的手段，谢赫并不将它等同于创作，因此放于六法之末。

山水画之肇端，盖由北方胡族侵人中原，汉族渐次南下，四围之

境遇，遂使汉人开山水之端，其原因实为老庄哲学之影响。老庄之学

崇尚清静，爱好自然，时与南方山水之自然美相接触，自能启发其山

水画之思想。然其时，山水画尚未能独立，大抵皆为人物画之背景。

由此观之，与西洋画若同其径路。

当六朝时代最为重要者，则为由佛教传播得来之宗教画。当时之

佛教徒，非印度之宣教者即本国之求法者，对于佛教非常信仰，以绘

画为宗教的敬虔之事业。传教之寺院，宛如由其宗教理想所幻出之一

大美术研究所。同时道家虚无恬淡之说，亦与之相颉颃（xié háng，

不相上下），绘画雕塑之像设以为宣扬道教之具，故绘画有道释之一

科，为人物画主要之画题，此时可谓极信仰画之隆盛。信仰之念后渐

退减，遂变为审美的观念，卒至为历史人物风俗画等助长之资。

南朝陈 姚最《续画品》

《续画品》是南朝陈 姚最 撰写的一部绘画品评著作。据《续画品》



中称梁元帝为“湘东殿下”，可知此书成于梁承圣元年（552 年）

以前，而谢赫《古画品录》写于梁武帝中大通年（532 年）之后

（《古画品录》中称陆果“传于后者，迨不盈握”，而据《梁书》，

陆杲 gǎo 卒于是年），姚书又是续谢书而作，故《续画》当成书在

533—551 年之间，姚最主要活动于这一时期。书中直接评论湘东王萧

绎的绘画，且对齐梁宫廷绘画知之详切，可推测姚最应有较高社会地

位，且与梁宫廷绘画关系密切。

《续画品》是谢赫《画品》的续作，共录有二十人，始于萧绎，

终于解蒨，其中有合二三人为一则者。对各人所作，均有简要评价，

其中对谢赫的评价比较详细。《续画品》接受了谢赫所倡“六法”，

在评论萧绎时说“画有六法，真仙为难，王于象人，特尽神妙”对宫

廷画家沈标、沈粲、焦宝愿等都有肯定，其创作思想与谢赫颇为接近。

与谢赫显著不同的，在于对顾恺之的评价，姚最认为顾氏“擅高往策，

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末

学之所能窥；荀、卫、曹、张方之蔑矣；分庭抗礼，未见其人”。从

兼及对其他画家的评价，可知姚最在赞赏“宫体”画同时，对文人画

也极为欣赏，对画家的批评较为宽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褒谢贬

姚，认为前者所评“最为允惬”，后者浅陋略，实有欠公允。

《续画品》在理论上有一定建树。序云：“岂可曾未涉川，遽

（jù）云越海；俄睹鱼鳖，谓察蛟龙？”评论画家时云“含毫命素，

动必依真”（评萧贲），“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

夏”（评张僧繇），都可见对生活积累、对反映真实的重视，用姚最

所说，即“心师造化”（评萧绎语）后代画多代有阐发，并身体力行。

另一方面， 姚最又有“幼禀生知”（评萧绎语）之论，强调画家的天

才，宋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以为“气韵非师”，气韵生动“必在

生知”，就是这一观点的发展。

美学思想

1. 以“气韵生动”为六法中的最高审美原则

2. 绘事之内容应具有“传千祀于毫翰”的教育意义

3. 绘 者 应 以 “ 立 万 象 于 胸 怀 ” 为 创 作 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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