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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国家一级美术师，硕士生导师；从2005年至今，连年参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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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画油画的? 经常有学生问及我这类话题，今天不妨就这个

题目来和大家谈一谈。其实，我画画的方法和别人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不

同，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信？领你走进我的画室。

进我的画室你用不着换鞋，我没有洁癖，但你大可不必担心来我的画

室里会蹭你一身颜色。我的擦笔纸和颜色、上光油有它固定的位置，画笔

和画刀也分别放进了笔桶，我永远也不会为寻找东西而浪费时间。

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从选画布到绷画布再到刷底

子。选画布时，布纹的粗细根据作画效果的需要来选择。之后，是将亚麻

布紧绷在木质内框上，做成不吸油又具有一定布纹效果的底子，或根据创

作需要做成半吸油或完全吸油的底子。

在画正稿之前，我会先画出几张草图来，每张草图的构图是不同的，

不仅是构图的不同，有时是人物的动态、光线的不同，画面产生的效果也

会不同；然后进行比较，在这些草图草中挑选出自己满意的一张来，接着

在这张草图上着色，我们称之为色彩稿。画色彩稿的好处是为自己提供了

一个较为明确的整体色调，要知道，不同的色光产生不同的色调，而物体

中的色调是客观存在的。色调服从光源色，即光源色是暖的就形成暖调

子，光源色是冷的就形成冷调子，光源色强就形成亮调子，光源色弱就形

成暗调子。绘画中的色调犹如音乐中的音调，讲究和谐。个别色彩脱离整

体而跳出来，会使人感到很刺眼、不舒服，因为它破坏了整体。我画色彩

稿的习惯是读大学时在美院油画第二画室养成的习惯，这一点也许与其他

画家会略有不同。

完成好色彩稿之后，接下来就是用油画颜色在画布上勾画出大的轮

廓，在勾画时凭借对物象的色彩感觉和对画面色彩的构思着色，基本一次

完成。在画第一遍时，我喜欢用5号笔，有时也会用6号笔。为使画面生

动，讲究笔法，常用平涂、散涂，有厚有薄的涂法，涂厚可使色层饱满，

涂薄故下层颜色能隐约透出，与上层颜色形成微妙的色调。在涂的时候，

要注意物体的亮部和暗部的这种冷暖关系的变化，这一点也是初学者很容

我是怎么画油画的

摘野果  162cm×112cm  布面油画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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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忽略的。一般暗部较薄，中间调子和亮部较厚，薄与厚的对比显示出色

彩的丰富意韵和肌理。这些画法没有严格区别，我经常综合运用。待到画

面颜色基本铺满，这时最开始画的地方已基本干了，于是我改用3号笔或2

号方头油画笔，手不停地在画布上耕耘。

在大形深入的同时还要不时地平整画面，我通常是从画的侧面去检查

画面的平整情况。紧绷在木质内框上的亚麻布，尽管用胶或油与白粉掺和

并涂刷于布表面，经涂底后画面仍然有些凸出的小颗粒出现，我觉得这种

画面上的不平整会破坏画面的整体效果，并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视觉效果。

而这些不平整现象有时不一定是油画底子的缘故，而是布面上本身的质量

问题。但有时也是人为的因素，记得有一次朋友来工作室看我，那时我还

正在读研究生，整天沉浸在画室里，朋友来了仍然手不停笔，我画我的

画，她说她的，忽然她好生奇怪地问: “呃!!! 这次怎么不见你画画，

放牧归来  80cm×100cm  布面油画  2012年



5

只见你总在填平补齐呢?” “这你就不懂了，画面不平我没法深入。”我

说。她若有所思地好像看出了什么名堂，在我的画布边上的正反面看了又

看，结果发现是我把布的反面用上了。在这以前我还真没有在意过画布的

正反面，从这以后我也有了识别画布正反面的经验，使用画布的正面，画

面也会相对平整些，画起来也会顺手些。一旦发现画面上出现有凹进去的

或是凸出的小棉头的地方，务必将其填平补齐，这么做很有必要。（现如

今去画材店可以买到刷好的画布了，不像1980年代的我们自己刷画布，恨

不得画框都要自己做，怎么省钱怎么来。这是大实话。）这么多年来我坚

持自己动手完成，偶尔也会去买一次已绷好画布的画框用，虽然现在画布

的质量比过去好了很多，但每次买回来后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感觉

还是自己动手完成的画布好用，这也许是习惯的问题，只相信自己干出来

的才是最好的。

一抹金色阳光  80cm×100cm  布面油画  2012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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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歌轻扬  81cm×130cm  布面油画  2012年

在画过数遍之后，我基本上是改用0号油画笔继续深入，这时用颜色不

必像前几遍那么厚了，运用笔法的时候也是根据形的变化而变化。每深入

一个地方，每画一个局部，都要关注整个画面的色彩关系是否协调，以及

同等色系的物体的冷暖有哪些微妙的区别，这些都要尽量表现出来。有时

我会退后几步远距离地观察画面，把握好画面的整体，如果你没有对整体

的控制力，整个画面会散而不整。在观察的同时不忘调整各个细节之间的各

种关系，比如明暗、虚实、冷暖、鲜灰以及色相的面积关系。特别是在画人

物头部形状时，要注意大的色彩转折之间的冷暖，以及受光的影响，大的明

度之间的转折，再有就是画头发时必须是分组画。而画耳朵时，要注意有厚

有薄，万万不可将耳朵画成一样厚。画脸的其他部位，如鼻子、眼睛、嘴巴

及脸庞，都是同理；既要把局部画到位，又要考虑局部的色彩之间的冷暖变

化，还要把握住整体的方圆，场景以及空间的变化，各种色彩对比以及冷暖

的处理，都是相比较而言，没有绝对。这就是色彩的魅力，色彩使得绘画具

有极强的视觉感染力和表现力。

一天工作完之后，收笔就完工了吗?不! 还没完呢。停笔之后，先要刮

干净调色板，然后用肥皂水或洗涤灵将画笔洗干静，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完。

看—我是如何画油画的，是不是跟大伙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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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小天使  130cm×194cm  布面油画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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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艺术家如何进行创作，追求怎样的绘画风格，喜欢什么艺术流

派，抒发何种情感，我曾经历过一段摸索的过程。我画过黄河组画、新疆

系列、湘西行、乡下写生、巴黎写生，我还画过其他题材的作品，最后发

现在创作草原题材时，我找到了感觉，一种由心灵自发而流溢出来的感

觉，对艺术创作的追求。

在创作技巧上我注重画面的体积感和三维空间，强调色彩的丰富性和

明暗对比的表现性，追求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我要在画面上表达一种安

详而沉静的意境，作品以宽阔的大草原为背景不时地会出现些牛、马在背

景中；近处的草地则是整中乱、乱中整的笔触自由放达。我想把动与静，

趣味与人物画结合起来，在借鉴古典和印象派画风的同时体现出一种浓郁

的草原气息。在创作中尽量挖掘油画语言的表现空间，强调视觉的直观性

与含蓄诗意，力求在原生态的现实中，反映出一种独特风韵的牧民生活，

使作品表达出一种东方式的温润美感。

画面上我有意运用细腻笔触，保留些点点的笔法，油画颜色有厚有

薄，点厚可使色层饱满，点薄故下层颜色能隐约透出，与上层颜色形成微

妙的肌理效果。肌理，进入作品使画面语言更丰富，它是一种艺术语言，

它诱惑人们去用视觉或用心去体验、去触摸，物象与视觉能产生亲近感和

视觉上的快感。运用“肌理” 从美学的角度说，这是一种审美的需要，

它潜藏于人们的审美概念与绘画自身的语言因素之中。绘画语言风格各

异，我的作品更注重绘画语言的表述，注重笔触的肌理效果。综观西方

艺术大师如伦勃朗、库尔贝、莫奈、凡·高……他们都很重视用笔用线的

笔触美，强调用笔用线的功力，凡·高的油画用笔更是强烈，他笔下的向

日葵充满激情的笔触，不经意之间，“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来到气已

吞”，达到炉火纯青。

我一直致力于寻找作品中的个性特征，走出自己的路，这些在我的作

品中都有体现。比如我早期创作的《望远镜》《等待醉归丈夫的好力堡妇

女》《准备出栅栏的牛犊》和最近的《早迎晨风》《天边的信息》《瑞雪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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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约》等作品，不是对景物的照相式描摹，而是近取质，远取势，运用笔

触的肌理，抒发性情，有意在画布上营造出既如贝多芬的交响乐，自由、

恬适和热情奔放，又有诗意般的闲适、愉悦的笔触的肌理美。作品中辽阔

的草原大地往画里延伸，产生了纵深感，微妙柔和；远处背景中的牛羊与

草地的衔接，过渡自然，虚实相生，又给人以空灵之感。景与物形成对

比，更显出草原的宽阔宏伟气象，加上生动笔触的滋润，使整个画面融自

然与人文于一体。令观者愉悦而向往，是我的期待。

创作题材的思考，好的题材是作品成功的基础，也是作品的灵魂。推

进艺术创作的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一个作品的鲜活不仅仅要

依靠画家娴熟精湛的技巧，能够构建出优秀的思想内涵、提炼出新鲜的要

素也是尤为重要的。立足自我、博采众长，既要注重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

传统，又要注重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

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艺术才能具

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把精神和生气融入物象，与时

俱进登上理想的艺术高峰是我的艺术追求。 

创作题材是作品的内容要素之一，是艺术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体验、研究，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也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

价和理想的表现。由于艺术家的立场、观点或创作意图的不同，相同的题

材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主题；画家的思想水平、生活经验和艺术表现手法也

会直接影响主题的深度和广度。而创作应该是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原则，去实地考察生活。

我把自己对草原生活的体验，感受到的人文情怀融入到创作中。在

油画作品《母女》创作时，画面上这对母女，衣着简朴、嘴角总是挂着丝

丝笑意的影像，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这种精神上的自在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