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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阅读 （36分） 
1.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古诗词与中国画，分属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二者之间的跨界融合，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
开始。这种交融不仅有力促进了古诗词和文人画的蓬勃发展，还使二者各自取得了新成就——
山水诗和山水画成为 古代文学史和绘画史上的艺术典范。诗画合璧的中国画，逐步发展为东方
艺术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和艺 术样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在中国文化中，书画亦写心志。这是诗书画
印能够结 合的内因。西方美学家则认为，绘画主要运用线条和色彩来描绘空间中并列的物体，
故与建筑、雕刻等统 称为造型艺术或空间艺术；而诗歌主要运用声音和语言来叙述在时间中持
续的动作，故与舞蹈、音乐等统 称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术。西方绘画注重对客观自然的再现和
真实记录，吸收了大量科学技术成果，不断 强化艺术的造型功能。正因为这种泾渭分明的认
知，在西方文化史中基本没有形成诗画合一的局面。

魏晋之前，我国早期的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功能、表现方式和审美追求上，也分别具备上

述“时间艺术” 和“空间艺术”的特征，各尽其职，各自发展。唐代，随着诗词创作的兴盛，特别
是唐诗取得的灿烂成果， 让画家得以在诗境的涵泳中，获得更多创作的主题和灵感。尤其是山
水田园诗，不仅以人与自然的对话， 把诗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强化了诗的画面感和表现力，更
通过对山水和田园的审美观照和抒情表达，推动 了山水画的发展。同时，一些诗人在欣赏绘画
时引发诗情，并开始尝试创作题画诗。

到了宋代，苏轼用“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王维的诗画艺术
进行总结 和高度评价，从精神境界上将诗与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通之处讲得更加透彻，推动
了中国画“以诗入  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创作潮流，也涌现出许多探讨诗画关系的重
要理论成果。随着文人水 墨画的发展和兴盛，元代画家不仅自觉地在绘画创作中追求“诗情画
意”的艺术境界，还流行用书法将题 画诗跋写于绘画作品的空白处，并钤盖上自己设计镌刻的
印章，形成了中国画“诗书画印”一体的独特艺 术面貌，传承至今。

诗画合璧，不仅体现在艺术家自画自题、自画他题等艺术形式上，更体现在诗与画在意境

营造和艺术观念上的互舷共通。在进行创作时，他们将景物作为自己思想情感的寄托，寓情于

景，借景抒情；观者欣赏作品时，通过调动自身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知，与作品共情，从而得

以“畅神”并获得情感共鸣。千百年来，诗与画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并化为中国人品性磨
炼、知常达变、人格塑造的一种独特方式。

近代以来，中国画面临难以突破自身高度程式化语言体系、适应时代需要的困境。这一困

境以及用西

画技法改造中国画的做法，曾引发广泛的讨论甚至批评。今天，重新思考并践行“诗画传
统”，使其成为 推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力量，将有助于开拓中国画的艺术新境，有助于
实现中华传统美学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孟繁玮《开拓“诗画合璧”的艺术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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