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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字摩诘，其名与字取自印度深通佛法的居士之名“维

摩诘”，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卒于肃宗上元（公元

761年），是唐朝著名的诗家和画家。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其诗意禅境对后世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诗中有画境，蕴道意、禅意

王维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上。他多种体裁的诗歌佳

篇如边塞诗、山水诗、律诗、绝句等在后世都有流传。他的山水

田园之作，尤为富有闲淡、安逸、洒脱之生活情趣。其写景诗

篇，多为五律和五绝，短小精致，美轮美奂，恬适舒缓，其诗如

画卷，美不胜收；情景交融，浑然天成；诗渗禅意，流动空灵，

堪称后世诗歌之圭臬。

一是以画入诗。王维人到中年，寄托于佛理和山水之中。其

诗写景绘物，寄情于景，画面感极强，如《木兰柴》诸诗，富有

动静之态、色光之美、节奏之韵，其意象空旷、境界幽静，有神

逸空寂、悠闲自得之情趣。王维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南宗山水

画”及中国文人画之祖。诗贵情，画贵意。以画家而作诗，王维

很自然把作画技法巧妙地融合于诗歌创作。以画入诗，使其诗情

真意浓，颇具独到之处；以画入诗，“巧构形似之言”，使其诗

意趣味浓厚，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语言的透明性。品读揣摩王

维的诗画作品，诗画交融，品诗见画，观画见诗，别有一番情

趣，如“大幕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

原”“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等等，皆有画意画境。当今不少

画家就以王维诗意绘制国画作品。

二是以禅入诗。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认为：“由宗教的‘顿悟’

变能审美的‘妙悟’，从而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禅境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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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禅，如同茶与禅，本是两类不同的文化现象。但二者又是相

通相融、相互观照的。一旦作为文学的诗、作为宗教的禅碰出美

丽的火花，就会直抵人心和人性，在生命觉知中产生无量的般若

智慧（即佛性）。将禅佛的思想转变为艺术的境界，可谓王维最

大的贡献。将禅入诗，一是以佛家禅语、典故、法理入诗；二是

写僧人居士的气度、寺庙的景象；三是以禅机入诗，得空灵之感

受。而惟以禅机入诗，方为真正意义上的“以禅入诗”。王维精通

佛理，以禅入诗，用禅寓诗，在寄身山水时入身世两忘之空境，

立得妙悟，以诗悟道，便成极品之作。读王维的诗歌总让人在方

寸之间，感受宇宙之大，在空寂之中领略人生的无穷。“空”这个

字不仅是指境界之空，更重要的是作者内心之空、心性之空，空

并非无，空包万有，空与绘画之留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才显

出境界之空的。

三是以道入诗。在中国有时禅道是融合的。人常言王维信

佛，其实道家思想对王维的亦有重大影响。佛理教人空寂超脱，

道家引人逍遥自在，二者同入一诗，自有无穷妙趣。以画入诗，

使写情入心，写景入耳，写物入目，而以佛道入诗则为诗情画意

增添了神韵，最终使这些闲静淡远的诗歌便成为千古绝唱，而对

绘画留出更多的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二、画中有诗情，显意境、禅境

中国近代的典型文人画家、画论家陈师曾认为，文人画由人

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四个要素构成。对照此标准，王维自然是

“文入画”的鼻祖，也是第一个画“文人画”的人。王维在六十

多年人生历程中，曾做过官，但后来还是觉得走进大自然中更加

快乐一些，他就在长安城的东边辋川买下了诗人宋之问的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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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隐居在这里。王维精通音乐，喜欢礼佛，他的许多诗里都有

很深的禅意，他的另一个名字也来源于佛经，叫王摩诘。他的人

物画画得也很好，他喜欢画面目各异的罗汉像，相传《伏生授经

图》，即为王维所画。这些像在唐代不同于阎立本、吴道子的帝

王像和张萱、周肪的仕女像。但水墨山水画为王维之首创，其画

风一直影响至今。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影响了后世诗风

画风。王维一生作诗很多，留存四百多首。而他的画却几乎没有

流传下来。他的画，意在笔先，有书写性，用水墨作画，不施重

彩，而且很有诗的意境，让人感到画外还有画，画里还有画。《辋

川图卷》（宋郭忠恕临摹）、《雪溪图》《江山雪霁图》《江干雪意图》

等，传为王维的代表作，都能部分地反映其画的风格特色。禅境

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观赏王维画作，给人一致性的感受就是

空寂静谧的禅境。

三、王维诗意禅境对后世绘画的影响

（一）王维开启了千年文人画新纪元，影响了历代后世文人

画家。

唐代是诗的国度。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开创了中国文人画

的新纪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几乎成为文人画的规范。王

维崇尚佛教，崇尚自然田园，写诗以画入诗、以禅入诗，作画以

诗入画、以禅入画，诗情禅境，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资粮。王

维专工于山水，其兼擅却是佛画与音乐，因而使他在唐代山水画

的发展上才有了集当时诸家之大成的可能性。宋代出现了一大批

与王维一样受难落泊的士大夫，如李成、郭忠恕、文同、苏东坡

等人，继承了王维以来的风范，对王维的评论也就尤为活跃。其

中特别是苏东坡的评论更为重要，他认为吴道子的画只能写尽画

内一切，而王维则能“得之象外”，画外还有画，有余意，也就

是能使人从“笔画之外”领略其游目骋怀、流连忘返的意趣。相

传王维画有“雪中芭蕉”，极具写意精神，为后世绘画提供了精

神支撑。王维在绘画史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影响与日俱

增，特别是到了明代，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文人绘画的始祖及代

表。不仅说明王维所开创的文人绘画道路及其精神的生命力，而

且也证实了中国绘画艺术发展是深受王维艺术影响的。

（二）王维在墨法、心法、技法等方面为后世提供了继承与

创新的空间。

首先，以水墨为尚，开水墨之画风。作为水墨山水的创始

人，王维成功的使用了破墨法。所谓破墨是一种水墨技巧，或先

在画面涂上浓墨，再用淡墨破；或先上淡墨，再用浓墨破，使浓

墨和淡墨互相渗透，达到画面墨色多样、华滋鲜活的效果。王维

水墨画法的巨大进步，标志着水墨画发展到盛唐已经成熟。墨分

五色，以墨为色，提升了文人画家对水墨作用的认识，促进了南

北山水画流派的形成和划分，从而也确立了王维在中国画史上的

南宗魁首的地位和千年引领作用。

其次，以心性为尚，使王维以降文人绘画特征更加明晰、鲜

明。明代董其昌借佛教禅宗的南北宗分野来论画，抓住了文人画

美学思想的精髓。“发于心源，成于了悟。”中国诗书画艺术以

庄禅思想为精神底蕴，追求自然恬淡的审美趣味，并落实在提升

意象境界上。在魏晋南北朝，中国诗书画艺术迈向了从自觉逐渐

走向成熟的重要发展时期。禅佛玄学思想对当时的书画艺术产生

深层次的影响，并成为时代风尚。从唐朝绘画史的发展来看，王

维就是开始重情感、重个性，强调个人情趣的自由抒发。如《袁

安卧雪图》便是一例。在这幅作品中，王维出人意料的在雪景中

添入了芭蕉，雪与芭蕉本不属于同一季节之物，将两者处理在同

一艺术画面之中，这种时间上的“变形”处理，通过芭蕉的比

喻，来表达自己对袁安卧雪一事的价值评判，以抒发强烈的个人

情感。这种文人绘画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宋、元，特别是明代的浪

漫主义思潮，皆是王维写意精神及中国固有美学传统的继承和

发展。

第三，以诗化为尚，使文人画更有其画中有诗的典型特征。

王维自幼深受官宦世家书香熏染，又受慈母诵经奉佛的影响，积

累了丰富宽博的学养，养成了温文尔雅的性情，加之阅人历事的

修炼和田园生活的滋养，故而自然而然创造了诗意禅境的艺术境

界。诗与画的两栖搭界，为古老的艺术增添了美美与共的无限发

展空间。王维在绘画中注重把诗歌艺术重表现、重抒情、重写意

的优势巧妙地引入书画创作之中，提升了书画艺术的境界和发展

空间。宋代以降，众多书画大家都把画与诗看作一体。特别明代

沈周几乎每幅画作，都在空白处题写诗作，不仅使画面更加丰

富，做到了书画美美与共，更重要的是对画面意境的一种解读和

提升。

王维作为唐代著名诗人、著名画家，他既是中国山水画的改

革者，又是文人画的实践者、开创者，他在中国文人画史上的地

位是无与伦比的，其诗意禅境影响着后世越来越多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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