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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虽分属于语言和造型两个艺术种类，有着各

自的审美特征，然而二者却紧密相连。中国诗与中国画在文化基础、境界追求，以及对情与意

的表达上是一致的。正因为此，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诗与画成为中国文人表达情志的两

种重要手段，是故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关于诗画关系的经典
表述。

翻开中国历代名人大字典，诗人与画家不在少数，兼善诗词、绘画的大家，亦占有不小的比

例。在受禅宗思想深刻影响的唐宋时期，出现了唐代王维、皎然，五代贯休、巨然，北宋惠

崇、苏轼，南宋法常等既是诗人亦是画家的文人名士。他们的诗词、绘画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

我们今天品读、吟咏中国诗，欣赏、创作传统中国画，也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有深切体

悟，否则可能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诗与中国画共同的根
基。中国诗与中国画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它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有着高度的文化同一性。从文者、习画者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单取诗词、绘画之

形，虽异常刻苦，往往也只得其表，难取其实。同理，欣赏者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与把握，在优秀的中国诗词与中国画面前，也将难以体味出其丰富的内蕴与妙处。

境界是中国诗与中国画所崇尚的追求。伴随禅宗思想的演进，中国传统文人对境界的追求更上

一层楼。禅宗对“空性”“顿悟”的认知，也促进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中国诗与中国画
在唐宋时期的高度发展，与这些有极大关系。禅宗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

就是使中国文人的审美经验与审美追求臻于境界化，代表人物首推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王维

于“有”中透视“无”，以禅境入诗境、画境。苏轼评价王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秸之
画，画中有诗。”可见王维的诗境与画境是统一的。王维的诗画虽常常隐退对人物的描写或描
绘，但他却让笔下的山水有了呼吸，剥离出其独立自在的精神，营造出“空、远、静、寂”之
境。

诗词、绘画是中国文人用以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手段。北宋文人画家群体尤其体现了这一特

点。他们的诗与画“主情”，突破了唐代及以前中国诗、中国画以叙事、再现为主的特点。唐代
画家吴道子，尽管其画中也具有抒情性，能运用线条娴熟地表达感情，但他在画中的“抒情”还
基本居于次要地位，是为叙事服务的。直到禅宗兴起，独具特色的中国文人画开始产生，此时

中国画的“抒情”逐渐转变为“主情”。他们于画面上舍形取意。苏轼以诗的形式阐述绘画道理时
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当然，中国诗与中国画对境界
地追求，与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主张，儒家诗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等都有
着重要的联系。

由此可见，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映照、彼此生发。现代学者钱钟书

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有人进一步认为，它们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孪生姊妹。”是故文人
读书写作之余近墨，或是画家创作闲暇之时撰文、作诗，皆是其情发意至之时的一种自然流

露，亦是其文化陶冶后的必然。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需要在传统哲学、诗

词、绘画三方面融会贯通，才能在文学艺术的鉴赏与创作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摘编自冯朝晖《“孪生姊妹”：中国诗与中国画》，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诗与中国画虽分属于语言和造型两个艺术种类，但文化基础、境界追求、表达方式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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