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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宣纸在山水画上的作用
□ 范馨心

摘 要：宣纸拥有悠久的历史，其精湛的制作技艺背后蕴含着浓厚的匠人精神。在山水画中，宣纸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因此深入探讨宣纸的不同类型和特性，分析宣纸在山水画艺术中的应用及其对艺术发展的综合价值，是推

动山水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传统书画的典型载体，宣纸自唐朝时期就受到了广泛推崇。文章从宣纸的制

作方法、种类与特性出发，探讨了不同类型宣纸在山水画创作表现中的具体应用。同时，文章的研究重点在于分

析宣纸对山水画艺术发展的边界与可能，包括对传统山水画技法的传承、对山水画效果的影响以及对艺术风格的

塑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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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评论：“宣纸乃中华文化之珍宝，其质

地洁白如玉，承载着历代文人墨客的智慧与情怀，使

得书画作品得以永恒流传。”[1]作为山水画创作中不可

或缺的基础元素，宣纸能够展现山水画中泼墨、积墨

等技法的独特效果，对山水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效果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宣纸的制作工艺在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制作工艺和质地特点。与

西方的羊皮纸、棉纸、纤维纸等不同，中国宣纸的材

质多源自楮树皮纤维，质地更加细腻与柔韧，适合表

现山水画的细腻和水墨渲染，有利于墨色的渗透和扩

散，形成丰富的墨色层次和质感。

宣纸的吸墨性使其成为了山水画的理想选择，对

于山水画的表现形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水墨渲染时

可形成丰富的水纹和烟雾效果，增添山水画的意境和

韵味。书圣王羲之曾盛赞宣纸：“纸本之美，宣之为

上。其光明润泽，墨迹尤显。”[2]宣纸的表面通常具有

一定的草木肌理，可以成为山水画作品中随机的、不

可复制性的自然表现，增加了作品的质感和艺术价值。

宣纸的特殊质地在使山水画作品表现出独特的质

感和光泽的同时，使作品具有特殊的古朴气息和历史

韵味。宣纸特殊的材料质地决定了它作为中国传统山

水画重要载体的地位。在山水画表现中，宣纸的使用

不仅能够赋予作品独特的个人水墨韵味，而且能够为

作品增添随机产生的自然天成之感，对应了山水画表

现的人文内涵。

自唐代开始，宣纸逐渐与山水画结合，然而由于

当时的生产技术不够成熟且只被少数人掌握，导致宣

纸的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在这一时期，绢与帛仍然是

书画表现的主要载体，而宣纸则因极度珍贵且曾被作

为贡品进贡皇室，使得普通书画家鲜有机会接触宣

纸。至宋元时期，宣纸逐渐得到了普及，但受工艺技

术因素影响，日常所见的宣纸以熟宣和半生熟宣纸为

主。直至明清时期，生宣纸的面世使得宣纸的发展进

入到一个更加完善的阶段，画家们逐渐有了更多的选

择，可以根据个人作品的表达需求挑选宣纸。工艺技

术的进步使得宣纸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艺术家们也

能够更广泛地使用不同吸墨性的宣纸进行创作表达。

宣纸的发展经历了从稀缺到普及再到完善的过程，这

一过程不仅影响了山水画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山水

画史上宣纸工艺技术和材料的演变历程。作为山水画

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宣纸的地位和作用也在历史的

变迁中逐步显现。

宣纸独特的质地和纤维结构决定了其对墨水的吸

收特性和墨汁在纸面上传导的速度和方式。所谓的

“带燥方润，将浓遂枯”[3]即画家使用毛笔蘸取墨汁后

在宣纸上落笔时，宣纸便能展现出浓淡相宜的墨色层

次感和独特的渲染效果，使山水画作品充分展现出水

墨的独特魅力。在选择宣纸时，书画家会根据不同材

质宣纸独特的特性，以吸墨性作为判别标准，将宣纸

归类为不同的表现门类，并发展成为一种主流方式。

生宣的吸墨性和传导性最强，适合表现墨色的涨

枯对比，常用于写意山水画的表现；而熟宣的吸墨性

和传导性相对较弱，更适合塑造细节性内容，因此常

用于工笔山水和工笔花鸟的表现；半生熟宣纸则介于

两者之间，可用于追求写意或精工细作的山水画表

现。作为山水画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吸墨性的

宣纸能有效帮助艺术家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想法，

因此艺术家需在落笔之前深入了解宣纸的吸墨性和传

导性等特征，以更好地利用其特性，创作出更加丰富

多彩的作品。通过充分发挥宣纸的特性，作品将展现

出更加丰富的艺术魅力和内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

看，宣纸在山水画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历史变迁

而不断演变与发展，可见时代对于美的认知变化是宣

纸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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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水画的重要载体，宣纸丰富的肌理对山水

画画面效果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使用不同材质的宣

纸进行创作，其产生的画面效果在观者的视觉感受截

然不同。宣纸的质地可以增加作品的层次感和丰富

性，表现多层次的氛围感和流动性。花草笺、蜡笺、

粉笺等宣纸的制作采用多道工序，运用复杂的生产工

艺制作，使纸张更加均匀、细腻。细腻的质地也提高

了宣纸的透水性和吸湿性，使其更有利于画作的长期

保存。

山水画以“写意、写情、写心”为特点，并非一

味重现现实世界。宣纸或细腻或粗糙的质地可以增加

作品的层次感，使画面效果更为生动形象。山水画强

调“墨分五彩”，画家无论是使用生宣纸还是其他类

型的宣纸，都能够通过其细腻的肌理更好地展现出山

石的形态和水纹的变化，使画面更具立体感。在创作

过程中，通过将宣纸的质地与不同程度的墨色相结

合，画家能够刻画出高低、远近不同的画面效果。宣

纸的质地丰富而独特，并且具有随机性，在使用毛笔

进行创作时，画家能够绘制或柔软细腻，或刚硬俊朗

的线条，并运用不同质地的宣纸来表现创作者在不同

情境下的心理状态，适合于描绘柔和清丽的画面和具

有强烈对比的山水风景。因此，只有充分了解宣纸的

“个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宣纸的特殊性，作品才能

达到预想的画面渲染效果。

毛笔在宣纸上移动的快慢与摩擦力的大小等细

节，决定了墨水在纸上形成线条的形状，进而影响整

体艺术风格的塑造。如果笔墨能迅速准确地将线条连

接到纤维上，意味着墨水的流出量大，表现的线条将

更加流畅，可以轻松调整线条的宽度，形成古人对线

条表现所追求的“入木三分”或是“行云流水”的不

同艺术风格。相反，如果纸的发墨发生得不够快，那

么墨水则易失控，增加了创作者掌握笔尖方向和长度

的难度。

水墨山水画大致上分为小写意、大写意、破墨、

泼墨等。小写意属于写实，注重把握细节与造型，画

作整体造型比较细腻严谨而又不失意境；大写意倾向

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感情，属于减笔画，以粗犷、豪放

为情调，以干笔、枯笔为基调，在宣纸上作画时运用

山水画构图原理下的积染之法，形成“勾擦大胆、点

面隐约、迹简意深、设色简略、墨彩交融、夸张巧

拙”的鲜明风格；破墨的笔法在宣纸上的表现风格十

分突出，画家运用“浓破淡”“淡破浓”“色破墨”

“墨破色”等方法，在生宣上表现出泼墨的放逸，用

大量水使墨色变化具有“倾泼”之势；墨韵的高度张

扬使画面更为朦胧，以形求神，墨韵见笔，讲究“气

韵生动”，画面风格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

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它的不可控性加强了山水

画艺术的情感宣泄功能。唐王摩诘言：“夫画道之

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4]山水画

融入笔法变化，使墨色于浓淡干湿中清透苍润、浑厚

华滋，画面表现出深远、迷蒙、淡雅、清新之风致。

无论是在生宣上运用淡墨表现云海、雾霭、村

树，松与紧、虚与空的对比，还是在熟宣上以枯笔描

绘冬季山水之间的清冷、恒静、玄远，宣纸都与水墨

自然浑融、相得而又不相碍，都在以水墨为主调的山

水境界中运用笔、墨、水，令画家的个人情感自由流

淌，营造出撼人心魄的山水世界与静谧祥和的精神家

园。画家所创作的集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与时代特征于

一身的山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体现。因此，

在宣纸制作技术不断更新发展的今天，不断地突破传

统水墨技法程式，拓展山水画语言表现的空间是一条

行之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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