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4 | ART AND DESIGN

艺术设计 | ART DESIGN

多元文化背景下国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杨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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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多元文化背景既为国画艺术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基于此，本文从国画的构成及艺术特点出发，

分析了多元文化背景给国画艺术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国画的传承和发展的策略。通过对国画艺术传承和发展策略的

探讨，旨在推动国画艺术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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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not onl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art, but also brings many challeng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mpositio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ainting,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on the art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ese painting art,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art and mult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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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

史和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多元文化的渗

透，国画艺术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如

何传承和发展国画艺术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国画的构成及艺术特点

（一）国画的构成

国画是线条、色彩、构图、意境与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

1.线条

国画中的线条包括直线、曲线、粗线、细线、实线、虚线

等，它们通过不同的组合与运用，描绘出国画作品的丰富内涵。

在运用中，通过变化线条的力度、速度和节奏，表现出作品的生

命力和韵律感。线条不仅可以描绘物象的形态，还可以传达情感

和意境。例如，直线表达稳定与刚毅，曲线展现柔和与生动，粗

线象征力量与豪放，细线传达柔美与纤细。

2.色彩

在国画中，使用水墨调色，以黑、白、灰为主色调，通过色

彩的明度、纯度和色相等变化，表现出作品的层次和丰富性 [1]。

色彩也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情感表达，比如以浓墨描绘山水，

表达深沉与厚重；以淡墨描绘花鸟，传达清新与宁静。国画特别

讲究色彩的和谐与对比，遵循一定的搭配原则，如相似色搭配、

互补色搭配、冷暖色搭配等。国画中的色彩通过与水墨的融合，

产生出千变万化的效果，展现出国画的独特魅力 [2]。

3.构图

国画中的构图讲究布局和分布，将画面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

和节奏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完整的艺术整体。点、线、面、色彩

等在画面中的要遵循均衡、和谐与对比的分布原则，展现作品的

内涵和意境。常见的构图形式，如之字形、对角线、S形等，每种

构图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效果。

4.意境

意境是指国画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和内在的意义，也是

创作者赋予艺术作品的灵魂和核心。一般通过象征、隐喻、夸张

等手法来表现意境，将物象与情感融为一体，使观者产生共鸣和

感悟。国画中的留白是作品意境传达的一种常见艺术表现手法，

在国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通过表现空白的意境和想象空

间，不仅能衬托出画面中的主体物象，营造出意境和氛围，还可

以让画面产生空间感和节奏感 [3]。

5.诗书画印

国画与诗词、书法、画印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国画作品中，常

常会结合诗词，通过文字表达作品的内涵和情感。同时，书法和画

印也是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增加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

（二）国画的艺术特点

国画是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形式，是中国创造的具有悠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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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鲜明民族特色的绘画。其以线条为造型的主要手段，讲究用

笔、用墨，使线、墨、色交相辉映，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效

果。它强调“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

觉 [4]，通过意象造型来表达作者的审美情感和理想。它也“托物

寓情，画中有诗”，将诗歌的意境与画的意象融为一体，达到诗

情画意的效果。特色之三为诗、情、画、印融为一体，形成国画

独特的艺术形式。在绘画技巧上，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

韵生动。同时，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

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地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

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

三、多元文化背景对国画艺术的影响

（一）有利于题材内容的扩展

多元文化背景有利于国画艺术题材内容的扩展。在多元文化

的背景下，国画艺术家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元素，从而引入

新的题材。例如，在西方绘画中常见的静物、风景等题材逐渐成

为国画创作的内容，丰富了国画的艺术表现。加之，多元的文化

背景也促使国画艺术家们开始接触并借鉴不同文化的元素，将其

融入国画创作中。例如，有些艺术家将中国绘画中的元素与西方

绘画中的元素进行融合，形成新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多元的

文化背景也为国画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视野。艺术家们

可以借鉴不同文化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从中获取灵感，将其

运用到国画创作中，这样的拓展使得国画艺术家们的创作空间更

加广阔，作品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伴随着多元文化的涌

入，观众的审美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国画艺术家们为了满足不同

观众的需求，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和表现手法，这样的尝试使得国

画作品更加贴近观众的需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度。

（二）有利于艺术形式的创新

多元文化背景有利于国画艺术形式的创新。在多元文化的背

景下，国画艺术家们开始尝试将中国绘画的技法和元素与西方绘

画的技法和元素进行融合，产生了中西合璧的新艺术形式。这种

艺术形式既具有中国绘画的笔墨韵味，又具有西方绘画的透视和

色彩运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多元的文化也促使着

一些国画艺术家开始尝试将国画与装置艺术进行结合，产生了独

特的艺术形式 [5]。这种艺术形式通过运用国画的画面和传统文化

元素，与现代装置艺术进行碰撞和融合，为国画艺术的创新发展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多元的文化背景也促进了跨领域的融合，这

种跨领域的融合为国画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使

得国画作品更具表现力和感染力。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一些国画艺术家开始尝试将数字技术与国画艺术进行结合，产生

了数字化国画的新形式。这种艺术形式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将国

画的画面和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再创作和再呈现，为国画艺术增添

了新的艺术魅力和时代特色。

（三）有利于审美观念的改变

多元文化背景有利于国画艺术审美观念的改变。在多元文化

的背景下，国画艺术家们的审美观念逐渐变得开放性和包容性，

他们开始接纳不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式，借鉴其他文化的元

素，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风格，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国

画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多元文化背景也使得

国画的审美价值更加多元化。不同的文化元素和艺术形式为国画

作品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感受。观众可以在国画作品中领略

到不同的文化魅力和艺术韵味，从而对国画的审美价值有更加深

入地认识和理解。加之对其他艺术的借鉴，使得国画作品在保持

传统韵味的同时，具备了更加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满足

了更多观众的审美需求 [6]。

（四）有利于艺术风格的形成

多元文化背景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国画艺术家们

在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汲取不同文化的营养，将其融入自

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具有传统国画的

笔墨韵味，又富有新文化的时代特色。多元的文化背景也为国画

艺术家们提供了展示个人风格的机会。在多样化的文化氛围中，

艺术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艺术风格

和表现方式，从而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使得国画作品更具独特

性和艺术价值。不同艺术风格的形成也促使艺术风格朝着多样化

的方向发展，为国画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吸引了更多观

众的关注和喜爱。

四、多元文化背景下国画艺术的传承策略

（一）保持传统特色，沿袭国画艺术的历史传承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国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不断与多元文化交融的过

程中仍然保持中华传统国画艺术的底色，是国画艺术发展的重要

路径 [7]。国画艺术有着独特的绘画技艺和表现手法，这些都是国

画艺术传统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画家们应该深入学习和传承这

些技艺和手法，从而保证国画艺术的传统特色得以保留和传承。

意境是国画艺术的核心价值之一，画家们应该注重表达国画艺术

的意境，让作品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

艺术形式，要保持国画艺术的民族特色，保留和体现中华民族的

文化特征和审美趣味 [8]。

（二）丰富国画艺术要素，推动国画艺术创新

多元的文化给予了国画艺术丰富的艺术要素，也推动了国画

的创新发展。首先，多元文化的背景为国画艺术提供了更多的创

作灵感和创新艺术元素。国画艺术家可以借鉴不同文化的艺术元

素和表现方式，将其融入国画创作中，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

术作品。例如，国画艺术家可以尝试将西方绘画中的色彩、光

影、透视等元素融入国画中，创造出更加立体、生动的画面效

果。此外，国画艺术家还可以借鉴其他艺术形式，如雕塑、建

筑、音乐等，创造出更加多元化、富有艺术感的国画作品。多元

文化的背景也要求国画艺术家具备更广泛的文化视野和更高的艺

术修养。国画艺术家需要了解不同文化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深刻

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从而更好地借鉴和应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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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元素。此外，国画艺术家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新的艺术表

现方式和技术手段，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了

推动国画艺术的创新，还需要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艺术氛围和

社会环境。只有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中，国画艺术家才

能够自由地借鉴和应用不同的文化元素，创造出更加新颖、独特

的国画作品。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和支持国画艺术家进行创新

尝试，为国画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9]。

（三）推广国画教育，将国画艺术纳入教育体系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国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为了国画教育的传承

和发展，要积极推广国画教育，将国画艺术纳入现代教育体系。

首先，完善国画教育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上，应该注重国画

艺术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内容上也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传

承，同时也要注重国画艺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如文学、历

史、哲学等。也应该设置一些实践性的课程，如创作实践、艺术

考察等，让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来加深对国画艺术的理解和掌握

[10]。其次，要重视国画教育的师资水平的提高。加强对国画教师

的培训和提高国画教师的专业素养，可以通过组织一些国画教育

培训班、举办国画教学研讨会、组织国画教师交流学习等方式来

提高国画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最后，要积极开展国画教

育的多元化活动。比如可以组织一些国画展览、国画比赛、国画

讲座等活动，让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触国画艺术，提高学生

对国画艺术的兴趣和爱好。

（四）借助互联网平台，加大国画艺术的推广力度

互联网的发展，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国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提供了新的思路。借助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可以搭建起国画

艺术探讨交流的平台，让普罗大众能随时随地接触到原本束之高

阁的艺术 [11]。借助互联网在线平台，艺术家们可以分享国画艺术

的在线课程或者教育视频，分享国画艺术的基础绘画技巧、艺术

历史、艺术家生平等等，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国画艺术。还可以

通过直播的形式让观众了解艺术创作的过程，增进对国画艺术的

了解。此外，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

术，让观众能够亲身体验国画的创作过程。这种创新的互动体验

可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

五、结语

国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多元文化

背景下的传承和发展对于中国乃至全球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时，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

索国画艺术的内在价值和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以推动国画艺术在

当代社会中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能够

为国画艺术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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