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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国画山水美学思想与禅宗研究
刘丹青

（誉见美艺术工作室，陕西 西安 710082）

摘要：董其昌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山水画家，而禅宗则是我国古代精神哲学中的重要宗派之一，在禅宗的影响与熏陶下，董其昌将禅宗

思想融入美学创作之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维与特征，展现出禅宗美学的艺术审美风格，使其作品表现出视觉与精神的双重美感。本文

即以此为研究背景，探求董其昌山水画中美学思想与禅宗的融合表现效果，感受其作品在思想、形式、境界以及表现上彰显的美学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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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是明朝后期的画坛巨匠，别号香光居士。他不仅精通

书画鉴赏，有着高深的美学思想，而且通晓禅理，讲究笔墨情趣

与传统技法，由此形成了诗书画融于一体的禅宗美学创作理念，

自成一派。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董其昌的山水画创作不仅关注

外在自然的美，而且深度挖掘景物背后的精神心态之美，通过“禅

净合一”“般若性空”的哲学思想修饰，形成了简洁而平淡、抒

情而写意的空灵境界，展现出妙悟、简淡、空灵、圆融的基本特性。

一、董其昌山水画体现的核心思想

（一）画乃心印

董其昌对山水画有独特的见解，其绘制的山水画多有潇洒恬

淡之气，深入感受还有清悠之感。在董其昌来看，山水画不仅是

其内心对自然风光的欣赏，而且也折射出一定的哲学原理与禅宗

思想，且画与人的思想是相通的，从画中能见创作者的心境。从

创作者个人生平来看，其一生官运亨通，虽几经波折，也位高权

重。从其官场生涯分析，经历了四个朝代，生活在动荡变迁的晚

明时期，宦官当权，董其昌仍洁身自好，且受禅宗思想的影响，

一直宣扬澄净空明的精神境界。身在官场，而他的心一直沉迷于

绘画与书法作品，其对于人生有更深刻的感悟，且主张人是自心

中之人，不管是从艺术角度开始哲学角度来看，都有很高的鉴赏

价值，同时也有利于超脱个人的灵魂深处思考更多的内容。像大

多文人一样，董其昌喜欢安静恬适的生活，且爱好禅宗，这也间

接说明其心境之不同。其山水画体现了对禅宗思想的顿悟，与此

同时，其还重点推崇“虚和萧散、笔意渲淡”的重点思想。同时，

董其昌也向往自由，他认为摆脱传统的束缚，通过解读禅宗思想

能净化自己的心灵，同时也能把握古人绘画的神韵，真正做到“下

笔如有神”。

（二）质任自然

董其昌的山水画配色比较自然，多突出“淡”的配色理念。

董其昌将禅宗思想用到了绘画作品中，深度解析“南北宗论”，

在此基础上思考山水画的风格和笔墨特征。其指出，山水画的绘

制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静心，同时还要注重自我感悟，通过这

种方式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在此基础上也能感受世间万物的变

化。“淡”也是一种心境，其为山水画赋予了自然的色彩。从董

其昌的山水画归属来看，多属于文人画，且其笔墨也经历了不同

的变化，突出了以形写形的特征，同时也使人物更加传神。

（三）“南宗”与“北宗”

董其昌对禅宗思想的研究可谓精益求精，一直以来，其以禅

宗思想为指导思想，其在《画禅室随笔》中说道：“禅家有南北

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李鳃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亦云：吾至

于王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这段随笔体现了其对禅宗思想的重

视力度，同时也将绘画分为两个重要流派，一种为文人画，另一

种为职业画家。在董其昌来看，南宗与北宗的思想有很大差异，

绘画风格也不同。以南宗派思想为例，其主张自娱自乐，鼓励创

作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抒发特定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促

进自身思维的发展。与此同时，南宗派思想下的绘画还要突出“淡”

的主要理念，以其为主要色调，实现娱乐与抒意的结合。与此同时，

董其昌的画作也体现了其对禅宗思想的理解，其认识到了南北宗

绘画风格的差异，同时以历史背景为重要研究理念，在此基础上

辅以大量的史学理论作为支撑，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折射出一些细

节的内容。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能更好地感受董其昌身上的人文

精神。总体来看，董其昌将山水画视为一个整体的体系，从一定

程度上总结了南北宗禅宗思想，而且也体现了其主观情绪，实现

了思想、情感的统一，也能引发观赏者的共鸣。

以“北宗”为例，其在禅文化中有“面壁苦修”，“积劫方

成菩萨”的形容，这种形容没有南宗思想自由。同时，董其昌也指出，

山水画的灵动性正是闲情逸致赋予的，缺乏这一要素山水画也容

易缺少生命力。

从上述层面来看，将南宗思想应用于山水画的创作中能够服

务相关画作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同时也能彰显更深层次的内涵。

二、董其昌的国画山水美学思想与禅宗的融合研究

（一）洞察自然，思想妙悟

禅学对董其昌的美学思想影响巨大，也由此提出了“南北分宗”

的重要思想。董其昌追求禅宗的“妙悟”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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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以“虚”“萧散”“渲淡”为基本特征的南宗画派，由此形成

了南宗与禅宗妙悟精神的深层融合。因此，在董其昌的山水画作中，

可以感受到其中的简远与畅神，让人心驰神往。禅宗讲究以个人

灵性觉悟自然，洞察生活，以此寻求人生真谛，而董其昌在绘画

中也追求“变法”，既延续了传统技法，又突破了创作束缚，从

而在自身不断觉悟中领悟古人的绘画神韵，参透自然的曼妙禅机，

进而以顿悟的方式达到新的创作高度与美学表现。例如在《山水

图册》系列中，他的作品尽显禅悟宗义，以笔润净墨彰显清秀古拙，

以平淡意趣体现细微变化，渗透出满满的思想妙悟性。

（二）以心传心，形式简淡

“见佛立性”是禅宗以心传心思想的重要表现，讲究追求生

活的简洁与平淡。而董其昌的美学思想受到禅宗影响，同样以追

求形式简淡为基本目标，尤其在山水画创作中，形式上强调简单

自然，表现上追求简洁意趣，但在深层却蕴含着幽雅意境，由此

一表一里形成了美的传递与递进效果，令人观之简淡，思之无限，

形成心灵上的深度交流。例如在《仿古山水册》系列中，董其昌

用寥寥几笔勾画了山峦，而在山峦之中添加了几棵小树，画面构

图极度简淡，但却令人感受到山峦的苍润古劲，小树的生动灵气，

进而心生一种淡雅平和、简静幽然的意境，让人的心灵真正领悟

到自然之美。又比如在《山水小景图》中，同样以简单的构图呈现，

以淡墨微微点缀，看似极度简单写意，却将江南美景跃然于纸上，

让人从心底感受到江南美景，这就是禅宗美学所渗透出的无限之

意，是依靠心灵传递而达成的独特审美魅力。禅宗思想以简为主，

以自然山水为依托，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体现其内在的深层含义，

同时也能使山水画形成一种独特的魅力，雀跃于每个人心间，成

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活力，熔铸入山水画的体系中。

（三）心驰神往，境界空灵

探究宇宙的初始状态是禅宗哲学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超越

时空的心灵追求。而董其昌将这种思想运用于山水画创作之中，

以禅宗的空灵对应山水景观的空灵，以此达到万物皆空却又万物

有灵的美学表现。董其昌的笔墨有着灵动自然的空灵性，在山水

画中能够借助空寂留白的精妙之处展现画面的空灵，以此让欣赏

者能够在静悟中回味其中无穷尽的哲学思维与自然宇宙，流连忘

返。例如在《山水图册》系列的《木叶微脱》一作中，画面近处

为湖泊旁的树丛，远处则有蜂鸟与山川的倒影，而对应的湖面与

天空则形成了直接而留白的对照，而透过两侧的景观，显得中间

的留白更为空灵，更容易抓住人的眼球与心灵，借环境的清幽衬

托人心之静，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增强整个画面的空间感。又比如

在《传衣图》中，几乎全部的笔墨着力于幽兰之上，而其他位置

虽然未曾着墨，却构建了一个空灵山谷，让幽兰在画面中氤氲而生，

灵气流动。只有心驰神往才能营造空灵的境界，这也表达了山水

画的内在意蕴，对于

（四）体用俱泯，表现圆融

董其昌极其赞叹曹洞宗“体用俱泯”的美学思想，在美学表

现上讲究“浑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因此董其昌在创作之中

也讲究圆融的表现效果。在禅宗思维中，圆融是一种兼顾彼此、

左右逢源追求完美的意图，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完美的事物的一

种愿景。而董其昌在这种双向性的追求引导下，更讲究以虚实并

用作为山水画创作的基础，通过抽象与写意效果而达到“似与不似”

的审美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过度追求心灵表达，反而讲究以

自然流露、真实认识为创作根基，进而达到天真与平淡、妙趣与

神趣相互交融的效果，由此进入圆融之境，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种以圆融为创作表现的思想，不仅展现了董其昌对山水画创作

的独特创作思维，而且展现了他对禅宗思想的深度理解，由此所

展现的简洁与平淡，同样映射着妙悟与空灵之美，达到了前后统一、

思想娴熟的思想意境。

综上所述，董其昌是我国重要的山水画家，受到禅宗思想的

引导与熏陶，他的美学思想不断升华，真正将禅宗哲学与山水美

学融于一体，崇尚自由的创作理念，其指出画乃心印，从山水画

作品中能见创作者的心境，同时也能解读出更具哲理性的内容。

同时，其还指出，质任自然，突出“淡”的设计理念，凸显高尚

的情操。此外，还要深度解析“南宗”与“北宗”思想，对比其

不同点，并将这些思想融入绘画作品中，使山水画更具意蕴。董

其昌透过思想的妙悟性、形式的简淡性、境界的空灵性以及表现

的圆融性，构建了“以禅入画，以画喻禅”的美学表现体系，成

为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的画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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