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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即朱耷，原名朱统銮，江西南昌人，与石涛、

弘仁、石溪并称“清初四僧”。八大山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

璋之子、江西弋阳宁王朱权的后代，1624 年出生于丰衣足食

的宗室家庭，1705 年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享年 81 岁。八大

山人一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性格偏执，行为怪异，不卑不

亢，满怀亡国之痛楚，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内心的郁闷不快和

强烈不满。其绘画艺术独辟蹊径，格调独特，自成一家，许多

驰名当世的大画家莫不受其影响。

《双鹰图》是八大山人晚年不可多得的佳作，目前，他的

存世作品中以“双鹰”为题的共有 3 幅：美国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珍藏的《双鹰图》作于 1702 年、中国上海博物馆珍藏

的《双鹰图》作于 1699 年、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珍藏的

《双鹰图》则没有年款。这 3 幅佳作虽大体一致，但略有微妙

差异。本文以中国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双鹰图》（图 1）为例

展开论述。

徐晋如在《诗潮》中发表过这样一首诗描绘这幅画：

“浩荡浴层云，乾坤何太窄。偶向木石间，兀对移晨夕。”这首

诗把八大山人独特的绘画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双鹰图》

的构图简约奇特，画面主体是一双老鹰，一高一矮分别憩息

于离奇古怪的乱石之上，一瑟索凝立，一神情如铸；顶端一

枯枝悬留而下，在大面积留白的构图形式中烘托出萧瑟的

意境。八大山人笔墨纯净凝练，寥寥几笔就勾画出怪石、

古木、枯枝、苍鹰及在地面上岌岌可危却屹立不倒的劲草，

言简意赅。这幅图中的物象造型夸张且怪诞，一山一石、一

草一木、一花一枝皆异于自然常态，元气充溢着整个画面，具

有凝重、含蓄、静谧、奇倔的艺术特色。画面中的造型怪异含

蓄，那立于枝头的雄鹰延续了他“独狂白眼望青天”的艺术

形式，表现出了坚忍、豁

达的人格精神魅力，传达

出孤傲不羁、不屈不挠的

思想情感。毫无疑问，这

是他自我情感的真实写

照，即忧愤于世，寄情于

笔墨的处世情怀。

一、奇特简约的构图

《双鹰图》的画面中

呈现出两只雄鹰，它们以

曲线、非平行的方式一高

一低分布在画面左右两

侧，观望相反方向。其中

一只站在怪石顶端，伸颈

直立，眼神冷峻，仿佛在

思索凝望，遥想远方；

另一只站在枯木底端的

虬曲断石处，缩颈颤栗，

白眼向下。两只雄鹰在

画面上没有任何情感沟

通，它们仿佛各有所思，这种创作手法淡化了画面主体之间

的交流，强化了画面情感的孤寂之感，留给人无限遐想的自

由空间。画面上方那一曲婉转悬挂而下的折枯木使画面空

间有了延伸之感，也强化了画面的萧瑟、凄寒之境。在画面

左侧，画家用厚重雄健的中锋勾绘出的危崖虽只有寥寥几

笔，形状却劲挺峭拔，略加皴擦就完美地体现了山石坚硬朴

素的质感；而画面右侧，笔墨却很少显露，几乎全是空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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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八大山人对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笔下的绘画作

品个性鲜明，极具艺术魅力，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本文从奇特简约的构图、纯净

凝练的笔墨、怪诞夸张的造型三个方面解析《双鹰图》的艺术特色及其传达的思想感情。

[ 关键词 ]　八大山人　绘画语言　《双鹰图》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识别码：A

图 1　朱耷　《双鹰图》　纸本墨笔

172.7cm×90.8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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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这一多一少、一疏一密更加彰显了构图的简约奇特。八

大山人以“马一角，夏半边”的边角式构图组织画面主体，使

画面的疏密散布产生了明显的对比，他分割画面整体布局，

使之形成大面积空白。在这幅图画中，石头与枯木之间的大

块空白一方面使笔墨层次之间的关系愈加明晰，另一方面使

虚幻的空间与具体的实物构成鲜明的对照关系，使画面具有

虚实相生之妙。整幅画在各种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谋求内在

整体的统一，又在各种物象统一的整体中谋求各自的变化，

出其不意渲染出孤独凄凉的意境。《双鹰图》通过构图呈现

的空白与简淡或许正是八大山人内心情感中的空缺与淡泊

的比拟，他用独特的技法传达了自己洞察世事后的复杂感

受，假借绘画传达自身的文人风格特性以及对人生简约淡然

审美情趣的思考。他的那种遗世无存、幽静飘然的境界加深

了绘画的隐喻层次，映照了其内心最深层次的遐想。

二、纯净凝练的笔墨

在笔墨技巧上，八大山人学习了董其昌的禅学本源，探

索了倪瓒清逸萧然之意，继承了徐渭大写意的根基，汇聚成

了自己特有的笔墨特色。他在画中用笔挺劲奔放，带着简约

含蓄之意，墨色酣畅淋漓又质朴雄健，虽寥寥数笔，但点墨成

金，内含丰富，趣味深沉，整个画面清新脱俗又雅致别趣，彰

显了凄凉、荒寥的意境，也给欣赏者留下了自由的想象空间。

《双鹰图》左侧露出的并不是具有完整形状的崎岖枯

树，其树根延展置于画面的底部，树根右侧却有一条延伸

出画外的墨线。浑厚的笔墨不仅概括出枯木生长状态之艰

险，而且有笔未到而意已到之趣味。与画面主干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画面顶部垂下来的两条细长的枝条，这两根枝条笔墨

洒脱清新，浓中有淡，刚柔相济，有同书法线条相媲美的灵动

性，且与粗犷硬朗的苍石、树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加了画

面关系的相互映衬，增添了画面荒寒萧瑟之感。至于最底部

若有若无的几株小草，八大山人用朴拙之笔代替工整细腻的

技法，用有浓有淡的寥寥墨点挥洒而成，劲草“任其风吹而

不断”的品格呼之欲出。画面中的双鹰笔墨层次丰富，八大

山人通过墨色与笔触轻重大小的层层推进，把苍鹰似张未

张的动势描绘得恰到好处，鹰之坚韧、鹰之旷达油然而生。

八大山人用纯净凝练的笔墨语言融合了物象特征和自我精

神，用墨虽少，却没有使人感到空洞乏味，简约而不简单的画

面散发着禅韵冷逸的气息，给人枯寂冷索、凄凉悲怆之感。

同时，他的笔墨浑朴自然、简朴豪放，浓淡干湿相互映衬，产

生了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强化了作品背后深层次的情感意

蕴与精神内涵，更反映出自己追求天然平淡的艺术境界。

三、怪诞夸张的造型

八大山人在塑造物象造型方面，画山石，坚硬质素；画草

木，崎岖挺拔；画花枝，形单影没；画鱼鸟，癫狂冷傲，一山一

石、一草一木、一花一枝皆夸张怪诞。他没有对花鸟进行简

单具象的描摹，而是基于花鸟的基本形态进行夸张、变形、抽

象，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理解赋予物象特有的象征意义。在

《世说新语·巧艺》中，顾长康曾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

中。”可见，眼睛的刻画对物象造型的塑造极为重要。在《双

鹰图》这幅画中，朱耷采用了夸张和变形的手法对两只鹰

的眼睛进行了刻画。画中两只鹰的眼睛多呈现凝视思索之

态，在其偌大的瞳孔中，八大山人画出了不对称的圆方点，并

将圆方点呈现在眼睛的上半部分，利用眼睛中的空白和圆方

墨点的对比，巧妙地把苍鹰迷离期盼、注视凝望的神态表现

得栩栩如生，展现了“白眼瞪天”的艺术效果。虽然画面中

描绘的双鹰纹丝不动，但那怪诞的眼部造型透露着恐怖感和

冷漠感，我们通过鹰眼就可以知晓八大山人内心的不服气和

倔强，他的情绪和个性也由此婉转地表达了出来。花鸟画不

能单纯地从一种物象表达到另一种景物，它也不能脱离具体

可感的物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谋求物象的内在气质，否则

花鸟画就有可能彻底磨灭物象，变得徒劳无功。八大山人笔

下的鱼、鸟、鸭、兽等物象呈现出的都是眼睛翻白、瞪眼向天

的姿态，仿佛向人抒发它对世间的沧桑怨恨。八大山人把个

人情感寄托于自然之物，通过孤寂纵怪的物象造型展现了其

愤世嫉俗、倔强压抑的内心情绪，表达了自己对人生体验的

思索。

《双鹰图》这幅作品从构图到用墨、从物象造型到白眼

青天，皆是八大山人抒发感悟的绘画语言。画家没有简单地

抒情表意，而是借助枯木、怪石，辅以静默凝重的双鹰等自

然之物隐晦地传达自身的思想情感。此画奇简冷逸，意境丰

满，处处充满了诗情隐意及对人生的思考，独具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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