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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一个国家的艺术文化与它的历史渊源、哲学体 系都 紧密相关。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观直接反映在绘画上就是认 

为人与 自然 、精神和物质是你 中有我、我 中有你 ，对立统一。而西方哲学的“形式思维”观所反映 出来的绘 画现象必然是绝对的 

“具象”与绝对的“抽 象”。这种差异在传统的和现代的中西绘画文化 中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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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W estern TIhinldng Viewpoints on 

Chinese and W estern Painting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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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 art and culture of each country is eke,ely related to its history origins and pkilosophical system。，I1硷 “integrated thinking”in 

Chinese philosophy directly reflects on the painting。which is to deem that man and nature，spirit and material are depending on each other for 

e】 ten( ．unifyingwhile opposing．33ae“formalthinking”inwestern philosophy reflects on paintingis definitely absolute“concrete”and absolute 

“a]~t_ract”．The difference is manifested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in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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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西思维观在总体上的差异 

关于东西方的文化体系，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曾 

经指出：“有史以来，人类逐步形成 了四个大的文化 

圈，即古希腊、罗马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古希腊到伊 

斯兰国家的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中国文化圈。第一 

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 

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中国则是东方文化体系的 

突出代表。这两种文化体系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 

传统和思维模式。 

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笔者认为最大 

的差异是在思维观上。西方人十分理智地去分析解 

剖 自然界的每一个局部 ，中国人则极富感情地去体悟 

玩味 自然界这个混沌的整体。于是，出现了中西思维 

观的差异。一般而言，西方以“形式思维”作为认识事 

物的原则，并且以此形成了西方的“方法论”。而中国 

则以“整体思维”作为认识事物的原则，并且以此形成 

了中国的“方法论”。而“整体思维”和“形式思维”这两 

种思维模式在总体上的差异 ，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点。 

首先，从人与 自然的关系而言 ：中国的整体思维 

注重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也就是把人看作是内在于自 

然的因素 ，是 自然的一部分 ；同时 自然也是人的另一 

体，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形式思维则把人和 自 

然看作是对立的，两者之间是一种主体和客体、认识 

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其次，从把握客体的方式看 ：整体思维是 以内在 

的心灵和生活去体验、去感觉事物，重心在于主体的 

情感生活以及对世界人生真谛的彻悟，而不在于考察 

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普遍规律。形式思维则是以理 

性的方式、明确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推理来探究客观 

事物的内在的本质规律；更多地注重客体与主体的区 

别 ，从而使这些客观规律能多次为人们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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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从关注的对象看 ：整体思维更注重“大我” 

与“小我”的相互交融。因此 中国学术常常是将谈天 

论人结合起来 ，决不会孤立地长篇讨论一个事物的客 

观规律。形式思维的模式则多偏重于对某一部分或 

部门的专门而精确的研究和考察。所 以西方学术特 

别注重学科的分类以及各学科任务的明确。 

中西绘画的发展直接受益于各 自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观必然会导致中西绘画 

的发展产生出不 同的艺术风格及其表现技巧和表现 

方法 。 

二、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观与中国的绘画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就树立了一种有机整体的观 

念。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整体思维的基本出发点，是 

人类心灵透过形象世界对宇宙本质的一种直接把握， 

它汲取了人际关系中最根本 的两性关系而拓广到整 

个宇宙，加以放大和外化，形成了《易经》八卦系统和 

阴阳五行系统。而它们又都是这种整体思维形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都被归结为“气”这种宇宙本体的 

结构形态和运动形态 ，从而都被纳入元气论的思维系 

统之中，这是一种整体论。整体论并不是中国哲学的 

专利，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屡见不鲜。但是象古代中 

国这样发展得如此完整、严密而且成熟 ，却为世界哲 

学史中所少见。 

中国哲学强调普遍联系的“天人合一”、“天人相 

与”或“天人感应”，这正是整体论的集 中表现。认为 

世界是天、地、人 的和谐统一，人是 自然 的一部分，天 

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宇宙的根本与人的心性息息 

相通。基于整体思维的哲学理念，在人与人、人与社 

会的关系上特别强调顺应 自然 ，个人的小我必须融人 

民族的大我，要求“无我”、“忘我”，温、良、恭 、俭、让，遵 

循至中、至正 、不偏 、不倚的中庸之道。中国哲学的这 

种整体思维模式不仅直接影响人的政治态度、处事原 

则 ，而且还必然给中国绘画文化带来巨大影响。 

中国绘画艺术是中国文化的体现，是中国民族精 

神的结晶，整体思维直接反映在绘画上就是认为人与 

自然 、精神和物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统一。 

所以艺术的最高层次不是站在客观之处去把握它的 

特点规律，而是尽可能融入客体之内去理解、体会，使 

主、客体融合统一、物我两忘。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 

绘画历来不以再现 自然、悦人眼 目为 目的，而是重在 

“立意”，使作品成为画家修养 、个性、情绪的载体。所 

以中国画家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不仅当作是有生命的， 

而且还赋予人格的魅力，使人情、物情相融。如对花 

鸟虫鱼，是通过把握其神态特征、生机意韵，让人们与 

之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共鸣；天地 山河 ，本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看似无生命，实则有生命，有人 

比拟 ：“山以水为血脉 ，以草木为毛发 ，以烟云为神采”； 

人物 ，则更是重在表现其心灵和情怀。 

太极整体思想产生 出的“意象”、“象意”、“悟象” 

三种艺术思维模式是中国绘画艺术的根本之“理”，中 

国画家如果能够把这个“理”悟通、参透，必然会领悟 

到中国画创新之“术”的方法。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理 

事圆融”之理带给中国画如何再发展的启示，这才是 

使中国画家产生艺术“慧根”的本源。中国的笔墨并 

没有“慧根”，真正的“慧根”是来 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 

于中国画家的影响，画家若没有这种“慧根 ”，中国的 

笔墨就不会产生灵魂，更不可能促使中国绘画艺术向 

前发展。 

三、西方哲学的“形式思维”观与西方的绘画文化 

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哲学传统 ，是把“万物一体” 

的宇宙加以割裂 ，从普遍联系中抽取个别联系简化为 

因果关系的形式思维 ，即以人与 自然的对立，天人相 

分的观念为特征的。西方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哲学传统呢?有学者认为这同西方学术文化发源地 

古希腊的居民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具有某种内在 的联 

系。当时东方各个先进民族几乎都毫不例外地依赖 

于长江大河的恩赐，把个人嵌入血缘宗法制度的网络 

之中，以期获得一种平稳的生活。与此不 同，希腊人 

似乎从一开始就以独立个体的尊严，同他们面前波涛 

汹涌的大海处于分离甚至对抗之中。他们要 了解并 

且驾驭翻脸无情的自然界，他们要探究蓝天最深处的 

奥妙所在。也许正是这种要求激发了希腊人孩子般 

的好奇心。他们试图寻找这样一种东西，“万物 由它 

构成，万物最初 由它发生 ，最后又复归于它”，即 自然 

界的本体，于是出现了对于他们之外的自然界基本元 

素——物质的始基 的执著追求。这需要高度的抽象 

思维，各种物质始基不但是各种具体物质形态的抽 

象，也是超越于实际经验的假设。 

人与 自然的关系，不是神Il缶驾于 自然 、宗教的权 

力至高无上，就是人驾驭 自然 、征服 自然。两者的内 

容虽然不同，但却 同样是天人对立 ，天人相分。在古 

希腊的人文思想 中，人生的最终 El标就是认识 自然 、 

征服自然从而获得人生 的幸福。从这个心理基础出 

发 ，西方 自伽利略以来 四百年中，自然科学走的是一 

条分析的道路，对客观物质世界总是一分为二，越分 

越细，原子、中子、介子、质子、微粒子等等，现在已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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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夸克 。 

西方画家在“形式思维”的影响下 ，形成了以 A即 

A的思维模式发展其绘画艺术 ，这种形式思维模式所 

反映出来的绘画现象必然是绝对的“具象”与绝对的 

“抽象”。西方人认识和把握 自然的方式是纯客观的， 

画家观察研究 自然的方法主要是对景写生，要求对 

象、光源、环境 、视点 四固定 ，即创作时对客观景物的 

位置 、视点只能选择 ，而绝不能在画面上随便移动，以 

求准确的再现三维空间的客观世界 ，并把运用和体现 

透视 、解剖、光彩原理的准确程度当作衡量艺术质量 

的重要尺度。所以画家 的功夫都用在眼睛所能看到 

的物体和光影上面，不允许增加任何个人的意念和想 

象。被西方誉为“巨人”的达文西就曾强调：“画家的 

心应象一面镜子，将 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 

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应该懂得，假如你不 

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 自然一切的多才多艺的能手， 

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画家。”所 以西方的画家是 自然和 

人之间的中介者，是 自然创造物的再现者 ，他的精神 

必须包罗 自然万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人可借 

助望远镜离开地球看宏观世界，也可以使用显微镜看 

微观世界时，西方随之又出现了表现 x光、红外光谱、 

光速、激光照明效果等用 肉眼看不到的内容和画派， 

意在进一步从画面上体现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西 

方艺术家们在对具象写实感到厌倦以后，随之走向了 

抽象。抽象派与严格地再现客观物象的具象派正好 

相反，创作方法是使 自然现象变形，追求抽象的装饰 

趣味和视觉效果，或用光色和几何形态的抽象组合形 

式表现个人主观的思想体验甚至是潜意识、下意识的 

种种神秘心理。 

西方绘画强调外在的形象与技巧 ，因此具象表现 

得细腻人微 ，抽象表现得直接变形，完全体现出西方 

文化的性质。但是 ，现实地看，在这种形式思维 的影 

响下 ，西方绘画已经走向了极端 ，这从当今西方出现 

的一些所谓“现代派”艺术垃圾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趋 

势。从这些现象来看 ，西方 的文化发展到了今天 ，已 

经暴露出它的一些弱点 ，致使当今西方对绘画艺术的 

研究，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理论性问题。这或许是当代 
一 些西方艺术家试图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 

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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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机会 ，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学习中的问题。后者则对这三 

种策略涉入较少 或根本 没有。他 们不能积极主动地把握机 

会 ，在学习过程 中，只注重语言形式 ，不关注交际，他们往往不 

能妥善处理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因而 ，学习效果也较差。 

第三 ，学习策略本身并无优劣之分，重要的是如何来使用 

这些策略。为此 ，我们应该根据实 际情况对学员进行适 当的 

策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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