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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中“人”与“景”的关系 
西南模范中学  张楚伟 

摘要 

人物画和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两个重要分类，两者在中国中的的地位都是不可

替代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相互渗透的。从原始社会到在隋唐时期，人物画

都处中国画的主导性位置，直到展子虔的《游春图》问世，打破了中国画中“人

大于山，水不容泛”的规律，山水画才逐渐开始成为中国画的主角。但即使这样，

人物画也没有消失。宋朝时人物画势微，还是出现了《清明上河图》这样优秀的

人物风俗画。宋元之后，山水画进入全盛时期，人物也依然是山水画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人物在山水画中的呈现是中国画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纵观中国画历

史，这些千姿百态的人物游走在我们的大好河山之中，巧妙地迎合了山水画的造

境韵律，形成了中国画独特的艺术语言。 

在本文中，笔者想从中国画中的人物形象创作作为切入点，探索古典中国画

中人物形象独特的审美趣味。进而从人物的角度介入到山水画之中，以人物在山

水画中的位置这一独特的视角探讨人物在山水画语境中的作用与意义，感受这种

独特的艺术语言所带来的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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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物画与山水画的起源 

人物画和山水画作为中国画的两个重要分类，各自拥有其特殊的艺术语言，

但同时又是相互交融的。人物画出现的早，巅峰也较为靠前，在隋唐时代之前，

人物画在中国画历史上都处在主导性的地位上。山水画则魏晋时期才开始出现萌

芽，一开始时只是作为图制或是用于人物画背景，直到后来，王微在《叙画》中

提出了山水画的概念，指出了“山水画”和“地图”的区别，山水画才开始以独

立的身份被归纳到中国画当中。我们以东晋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图 1-1）

为例，《洛神赋图》以曹植《洛神赋》中描述的场景为蓝本，绘制了曹植在返回

封地的旅途中梦遇洛水女神最终却不得不分开的凄美爱情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画

面中的山石、树木、河流是用于分割和点缀画面的，仅仅作为背景起到装饰性作

用，而画作的主体是以曹植、洛神等为主的人物。同时人物形象比画面中的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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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都要巨大。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说：“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

钿饰庫符，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1这段话对魏晋时期中国画中“人”与“景”

的关系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此时的中国画已经出现了对山水的描绘，但仅是作为

人物画的装饰出现，并没有完全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特色。 

 

图 1-1  洛神赋图 东晋 顾恺之 绢本 

到了隋代，中国画开始注重山水的描绘。展子虔的《游春图》就是代表之一。

《游春图》（图 1-2）描绘了春天人们外出游玩的景象，以全景式的方式构建了

广阔的山水世界。山峦起伏回转，树木高低错落丰富多样，羊肠小道曲径通幽。

人物、古刹、楼阁等融入山水之间，湖面上有泛舟的景象，一举打破了“水不容

泛，人大于山”的理论，也预示着中国画中人物画与山水画的地位即将发生转变。 

陈传席先生指出：“山水画和具有山林性格的画家最为相通。每当政治失控,

国运不祚,文人学子心情不适时,山水画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2安史之乱爆发

之后，画家们只能通过隐居的方式来躲避战乱，因此画家们开始亲近自然，逐渐

把绘画的重点从人物向高山流水偏移。这也是从五代时期开始，山水画飞速发展

的要原因之一。中国画发展到宋元时期，人物画的地位已经完全被山水画所取代，

但是人物却成为了山水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这个时间开始，画家们意识

到太平生活的美好，开始在山水画中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始注重人文关怀。

所以画家们除了描绘大自然的场景之外，也将生活元素加入到作品之中，如旅行、

垂钓、聚会、抚琴等。在郭熙关于山水画创作的著作《林泉高致》中有一段话：

“世之驾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

入妙品。”3画家们把这些富含趣味性的“小人”融入到山水画的构建中去，不仅

使画面变得丰富，更让其作为一种情感载体表达出画家自己的思想意识，从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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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古典山水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4的艺术追求。 

元代的山水画更注重于画家内心情感的表达，人生际遇不同，所创作出来的

作品也会表现出不同趣味。深刻的思想是元代艺术家成功的重要原因，画面中的

人物也就成为了这种思考的依托。人物和山水相互结合，使得山水画更具有文人

气息，也映射出了画家们的不同情感和经历。 

 

图 1-2  游春图 隋 展子虔 绢本 

山水画从最早的依附于人物画而存在，到后来逐渐成为独立画种，人物画从

主角位置跌落，又慢慢成为画家在山水画中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这个过程可以

说是中国画史上的重要变迁。在清代蒋骥的著作《读画纪闻》中对于山水画中的

人物有这样一句描述：“村舍、亭观、人物、桥梁，为一篇之眼目。”5说明虽然

在山水画作品中人物形象所占的笔墨不大，技法上也不如单独的人物作品丰富，

但他们常常是一幅山水画的画眼所在，起到升华主题和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我

们绝不能轻视“人”在“景”中的作用。 

第二节 独特的全景式构图 

全景式构图一直是中国山水画中极具特色的构图形式，全景式构图作品通过

丰富的画面设置；刻画入微的山水人物；精彩的叙述性故事赢得了一大批粉丝的

追随，《明皇幸蜀图》（图 2-1）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明皇幸蜀图》历史性

的争论有很多，但在此我们仅从绘画语言上赏析其艺术特色。宋代叶梦得在《避

署录话》中记载：“《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

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荤、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

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6此图描绘的是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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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入蜀这一历史题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躲避战乱被迫西逃。画家在

绘画时巧妙地将唐玄宗狼狈逃窜的事实粉饰成了一幅帝王游春的景象。画家将侍

从和马匹放在画面的中央，人马都在休息，安排了一个悠闲的场景，避开了当时

唐玄宗被叛军追赶的残酷现实。又把唐玄宗和他的妃嫔安排在画面的右下角，构

建出一种正在游玩快活的画面感，使作品看上去充满了愉悦、轻松的气氛。画面

中山峰险峻，栈道藏在山峰之中，朵朵白云萦绕在山峰之间，体现出蜀道之难的

同时也给人一种宏伟的气息。这种全景式构图所呈现出的画面描绘了一个完整的

故事，画面中“人物”则是引导我们进入故事的“导游”。 

 

图 2-1  明皇幸蜀图 唐 李思训 绢本 

唐朝的山水画家多在朝为官，作品也大都是描绘太平盛世，山石树木在画面

中也多用来烘托人物的活动。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夫画者以人物居

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7可见在唐代，山水画虽然有所发展，

但其地位依然在人物画之下。 

第三节 关于山水画中人物位置的思考 

在《美学散步》一书中，白宗华对中国山水画是这样评价的：“有时或寄托

于一二人物，浑然坐忘于山水间，如树如石如水如云，是大自然的一体”。8可见

人物在山水画中出现的位置是需要画家经过细心经营的。在山水画中，“人”所

出现的位置要符合“景”的整体氛围，这样才能使画面更加丰富，画作内容更加

完整。 

例如在《关山行旅图》（图 2-7）中，画面上方山峰高耸入云，气势宏伟。

画面中间一座木桥横跨河流，桥上及两边都有行人，有的步行，有的骑驴。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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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的左下角有一处村落，描绘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场景。这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上方行者的艰辛旅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些小小的人物突出了“行旅”

这一主题。 

 

   图 2-7  关山行旅图 后梁 关仝 绢本 

我思考，如果这些作用如此重要的小人，不通过仔细的思考和摆放，随机的

出现在画面中的话，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那?会对作者所体现的绘画语言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散落在各处的“小人”会使画面更加丰富还是会破坏画面的完整性?

这些人物与传统中国山水画中的人物在作用上又有那些不同那? 

《芥子园画传》中所述：“山水中点景人物诸事，不可太工，亦不可太无势，

全要与山水有顾盼……不尔，则山自山，人自人，反不如倪幻霞空山无人之微妙

矣”。9这段描述说明“人”在山水画中是为画面服务的，位置的摆放要与画面的

审美相符合，还要起到对构图的补充作用。以近代陈半丁的《江上泛舟》为例（图

3-1），这幅作品层次分明内容简单明了，画面中部一名老者驾船行驶在江上，使

得近处的山石亭台与远山相呼应，增加了画面的节奏感。从构图来看，这一“人

物”使得画面远中近的格局更加分明，使画面看起来更加完整。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荫人坦坦，

秋山明净摇落人萧萧，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10说明在绘制山水画中的人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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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画面的意境相符合，不同的季节也要搭配不同的人物。即“人”与“景”要

相互映衬，在互补中让山水画意境得到升华。 

除此之外，人物在画面中还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以《溪山行旅图》为例

（图 3-2），郭若虚评价范宽说：“山峦浑厚，势壮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
11画面中小小的商队与高大的山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映衬出山峰的险绝。而这一

大一小的构图方式，呈现出一种寂寥的视觉感受，从而表现出行旅之人的孤独与

艰辛，起到了深化主旨的作用。 

               

   图 3-1  江上泛舟 现代 陈半丁 纸本           图 3-2  溪山行旅图 北宋 范宽 绢本 

同时，《溪山行旅图》中的人物还起到了引导画面的作用。画面中商队自右

向左缓缓前进，我们的视线也跟随着他们逐渐上升，一点一点的感受到山峰的雄

伟。 

从对中国古典山水画的分析可以得出，山水画中的人物时画家根据画面的需

求所刻画的，它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使画面构图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另一

方面是要深化艺术家的主题思想，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在部分山水画作品中，

人物还能起到引导读者的作用。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还说：“观今之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

五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为此佳处故也。故画者

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12中国画论中这种“可

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绘画理念，要求画家在处理山水画中的人物时必须仔

细思考后加入自己的情感，也让“经营位置”成为中国画中必须遵守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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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人物画”和“山水画”这两的分类虽然各有兴衰，

但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中国画中“人”与“景”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衬托，

情趣盎然。在人物画中，山水作为背景点缀了画面，让画面层次更加丰富，情境

更加完善。在山水画中，人物不仅仅起到完善构图神话主题的作用，更是连接绘

画者与观赏者心中的桥梁。通过各个时期人物在山水画中的时代特征的梳理，我

看到一路来山水画中的人物从仅仅作为丰富画面的手段，最后发展到“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13，成为艺术家在画面中表达自己情感的重要手

法，人物画也在山水画中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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