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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空观"对中国画构图中“留白”的影响 

曾 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通过对佛教禅宗“色空观”理论的解析以及 中国画的独特性——“留白”现象的阐释，进一步从艺术理论和创 

作实践两个层面说明了这一现象产生的 内在与深层缘 由是基于“色空观”理论所给予的渗透性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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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禅学之色空观 

中国禅学，吸收了印度大乘空宗和大乘有宗，并 

结合中国文化，前后历经六代祖师的努力而发展起 

来。禅宗是中国佛教大乘八宗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分 

支，而“色空观”则又是禅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禅宗本就属于佛教中空、有二宗中的空 

宗，因此色空之美 自然成为其精髓和灵魂。佛教中 

的“色空”理论最初是出自唐玄奘所译的《般若波罗 

蜜多心经》，其文言日：“⋯⋯舍利子。色不异空，空 

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 

是⋯⋯”中国绘画的发展最初缘起于宗教，它们两者 

之间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宗教的 

发展和成熟，以及在绘画表现形式上出现的不同风 

格，都直接推动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和成熟。 

中国文化的发展积淀着儒道释三家的思想精 

髓，而中国画的发展又是滋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样 

博大精深的温床之中的。勿庸置疑，中国画的思想 

内涵、审美意识、形式法则也都无不凝结着儒道释三 

家中和的精神与内蕴。这种影响可以理解为宗教对 

艺术的渗透，其缘由在于它们本来就是关于审美与 

生活的人生哲学。而当它们一旦体现在艺术中，便 

淡化了宗教的严肃色彩，成为了一种怡情悦性、休生 

养息的生活方式和个人情操。中国传统绘画形式从 

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具有典型 

意义的是画面中表现天、地、水等辽阔的空间通常都 

是不着一笔一墨，以大片留出的空白来加以体现，而 

不像西方绘画中用客观的视觉体验和细腻人微的笔 

触纤毫毕具地再现出来 ，充分强化一系列的光影效 

果。这空白之处虽空无一物，却又承载着天地水这 

样辽阔无际、充满性灵的所在，意蕴隽永。 

有人说“留白”是设计作品中的空白、文学作品 

中的省略号、雕塑作品中的残缺以及音乐作品中的 

休止符等。中国画中的空白是一种气、一种气脉、一 

种气局。气无形又无所不在。气局一说，可以这样 

定义：“画中空 白，与画的布局、构体之间的虚实关 

系。画中结体有一种饱满的张力，布局空白处令人 

觉有气之充溢，气势有一定方向感，在画中流布，趋 

势相生，形成了画中风水。不空再添一笔，再减一 

笔，增减皆有损益，不可移易。气局之充溢，自然而 

然形成一个圆通的气场”。̈ 中国画本来就讲究舒 

卷开合，舒放开来，气盈六合；卷合起来，可藏于密 

处。这种气局、气运之妙，就赋予了安静沉稳的中国 

画以生命的活力，产生了画中的动感与动势。如元 

四家之一的倪瓒“一河两岸”式的山水格局中就有 

大量的空白表达水天一色、天地相接的深远意境，整 

个画面纤尘不染。 

2 色空观对中国画“留白”之影响 

在中国画中如何会出现这样的独特表现形式， 

佛教禅宗中的“色空观”对这种留白现象的影响力 

是深远的。因此画要讲构局、经营、位置。在佛教理 

论中，凡有形的东西称为“色”，看不到的非物质皆 

为“空”，色空本来是一体，因此色不异空，空不异 

色。悟到的色并不真实存在。通俗点来说，“色”即 

是我们有色界中见到的一切物质，佛理将此称之为 

收稿日期：2011—11—15 

作者简介：曾佳(1977一)，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美术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 

万方数据



6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12卷第1期 

“色蕴”。我们都置身于一个纷乱复杂的声色时代， 

这里的声色指的就是物质——名利的诱惑，这是社 

会中客观存在着的。看不到的物质即为“空”，空应 

该是人的一种意念，但并不等于不存在，这又是 

“色”，因此“空即是色”。泯除了“色”即是“空”，这 

说明色中含有空，故“色即是空”。色空之间是一元 

的，密不可分，故称之为“不二法门”。就“色空”之 

间的关系而言，“色即是空”，是不空为空；“空即是 

色”又是空为不空。这种听似玄妙实则辨证的“色 

空观”为中国画表现出了许多内涵深邃、耐人寻味、 

令人心旷神怡的空灵、奇妙意境，从而更加丰富了中 

国画的表现技巧及超凡脱俗之美。在其后的中国画 

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了许多以“空”观为主导的构 

图形式的处理，如：知白守黑、计白当黑、留白、透气、 

疏能走马、密不透风等等。这其中也不能排除道家 

的阴阳学说对中国画理论的影响，但这种提法只是 

后人的见解。 

中国绘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空谷幽兰、鸟鸣山 

涧般的空灵、灵动，这样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语汇， 

正是运用了“色空”之境界而产生的空寂之美，以此 

赋予画之灵性。诗画本一体，“画与诗，皆士人陶写 

性情之事，故凡可以入诗者，皆可以入画。”̈ 古来 

许多的诗作佳句也都追求着这种深邃的意境，极尽 

禅理机趣。如王维著名的诗篇《鸟鸣涧》中的诗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 

中。”这种时静时动，动静相宜的意境美使全诗归于 
一 种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色空之境”。若以此诗 

入画，“闲、夜、静、空、惊”等字符足以勾勒出一幅空 

灵幻化之境，“清、净、空、寂”也是极具禅理机趣的 
一 副图景概括。以这首诗入画，在构图上必以大量 

的留白来衬托出夜空的静寂、春山的空寂。若把诗 

中所提到的桂花、山、月、鸟等所有的物象都入画，此 

诗所有的空寂之美的意境将荡然无存，落人一俗境。 

留白是中国画形式美中最重要的表现方法，它 

相当于文学中的言外之意，音乐中的弦外之音。虽 

是无形却有形，因此它不是虚无之境，而是一种藏境 

手法，这无不是借助于“色空观”中的空境与色境的 

关系而产生的意境。色空观在中国画中同样可以理 

解为一种虚实关系的体现。造型的繁简、疏密与墨 

色的黑白、浓淡，都是虚实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庄 

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清 ·庚重光在《画 

筌》中曾言：“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 

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 ·恽南田画跋有云：“古人 

用心，在无笔墨处”。如见竹林桃花便想有茅屋草舍 

不远于前，见蜂蝶逐马之蹄腿便想是为踏花归来。 

这虚实之境像音乐中铿锵有力、张弛有度的节奏与 

旋律，令人回味。这实乃匠心独具的“布白”就是虚 

实关系中的“虚”，是一种含蓄的形式美表现手法。 

中国艺术的窘绝之处就在于愈是含蓄愈见其精神， 

愈是含蓄愈显其况味。正如禅意之“不着一字，尽得 

风流”，在大静中显其大动，在大动中观其大静。 

3 色空观之辩证思维 

自古以来，留白即为历代画家所重视。如南宋 

梁楷的作品《太 白行吟图》，人物处于画面中心地 

位，四周留有大量空白，勾勒出李太白仙风道骨般的 

气韵。他侧面漫步，口唇微启，充分显露出且行且吟 

的沉醉神态。衣褶问的空白密则密，疏则疏，宽大的 

衣袍用灵动肆意的线条几笔便勾勒出来。人虽在画 

内，但他活动的空间却决不止于画内，寓人以无尽的 

联想空间。再如最富典型意义的是南宋画家马远的 

《寒江独钓图》(图 1)，这是另一幅留白留得恰到好 

处的精妙之作。画面中只有一个人、一叶扁舟、一尾 

鱼杆，剩下的就是无边无际的滔滔江水。画面几乎 

不着一笔一墨，只是通过半露的船只和渔翁专注的 

神情动态而勾勒出了烟波浩淼的江水，形成了烟水 

迷茫、江天空阔、寒意萧瑟的诗境。老翁独钓，全然 

沉浸在 自我的世界中，远离俗世的喧嚣与纷争，这是 

一 份孤独中的淡泊与随性。这画境与柳宗元的诗歌 

《江雪》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独钓寒江雪， 

孤舟蓑笠翁”的诗境达到了一种天衣无缝式的契合。 

然而这大量空白绝非空无一物，而是给人以水天一 

色、浩淼无垠之感。通过这种构图形式，在有限的艺 

术形象之中可以凸现出无限的艺术内涵，使形象本 

身更加丰厚和立体，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由近及远、 

以有限昭示无限、以瞬间显示永恒的艺术魅力。这 

也许是对“空中有色”的最好解读了罢。这同时也 

是一种以虚代实的藏境之法，正如唐志契在《绘事微 

言》中所说的：“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 

若主于露而不藏，便浅薄，即藏而不善，藏亦易尽 

矣”。“藏”和“露”正如“有”和“无”一样 ，作为对立 

统一的矛盾共同体，也正体现了老子《道德经》中的 

“反者，道之动”的辨证思维，对立面的不断相互运 

动，则是变的动力，这是老子全部思想的基础。即老 

子所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 

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种以大量空白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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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片天空、一池春水 、或一抹远景雾霭的象征手法， 

不仅开拓了画面的意境，而且能带给人更多的象外 

之象、弦外之音、画外之意，发人深省，令人 回味 

无穷。 

4 留白中的“色空之美” 

由此还可以看出“色空观”与中国诗画中的意 

境还有着微妙的不解之缘。它所蕴涵的哲理性意趣 

与禅学中“不立文字”的禅理机趣是一脉相承的。 

禅的不假言词，只以纯静的思维，自身的悟性去彻见 

人生的真谛，正如画面不着笔墨痕迹来寄托其更为 

绵长和无尽的意义，达到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艺术效果，这都是“色空”之美的集大成之体现。然 

而“色空”之美并非是单纯的“空观”，色空之间既是 

相对又是统一。没有“空”即无所谓“色”，没有“色” 

也无所谓“空”，由“空”来衬托 出“色”。孔子云： 

“素以为绚”。因为人们对 白色的观念并不是独立 

存在的，素纸相对于墨色来说仍然是一种颜色，它们 

分别是中国人黑、白、青、红、黄五色组成的色相中的 

两个极限。白色与红色或白色与黄色并置在一起， 

就会有全然不同的两种效果，它的变化是随着存 留 

在画面上的色彩所受 的影响而定的。当达到“真 

空”之境的时候，即可进入一个自由、无碍的境界，但 

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对“色”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 

的，看不到“色”的变化也就看不到“空”的存在。 

中国画中的墨色也是一种颜色，即“运墨而五色 

具。”在这里，留白处视为“空”，画面上所表现的人 

或物等视为“色”，“空”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色”而服 

务的。白纸中的空白与具体的艺术形象构成了“虚 

实相生，相辅相成”的艺术整体。在运用此法进行艺 

术创作时，完全是根据画面内容的具体要求来灵活 

多变的处理画面的“留白”技巧的，充分体现了“空 

中有色，色中有空，以空代有，以有代空，以面代线， 

以线代空”的禅理，真个道出了画中之白即画中之 

画，亦即画外之画也，可谓：“画无常道，意理随机”。 

5 结语 

由此而知，留白这一形式美成因与东方禅理中 

的“色空观”是存在着一种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天 

然有机联系的。“色空观”从创作实践方面为中国 

绘画构图形式提出了虚与实、单纯与丰富等一系列 

创作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又并 

非只局限于绘画这一门类。实际上，它的意义还体 

现在为探讨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具 

有说服力的实证。 

图 1 马远《寒江独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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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Nothing Value’’View on “Empty Space’’in Chinese Drawing 

ZEND Jia 

(Nanfing Institute ofIndustry Technology，Na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Buddhist“nothing value’’view and “empty space”phenomenon in Chinese drawing

．
and 

states that the inherent and deep reason of the phenomenon lies in the penetration and influence of“nothing value”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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