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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树的画法

1/1  画树起手法

1、 中锋起笔，上锐

下立（由细变粗）

的表现方法。一

笔之中要有提按

顿挫，一波三折。

2、 左右分枝，注意

不要对称。

“画山水必先画树，树必先干，干立加点则成茂林，

增枝则为枯树”这句话出自芥子园画谱中画树“起手

式”。树无三分直，学习古人画树起手、笔法以及结构、

生长规律，须上锐下立，中宜顿挫，顿挫者折处无棱

角（此讲笔法）要求中锋用笔，由主干生长出，在左

右分枝，须熟树分四枝 ：前后左右，树形长长短短，

当争当让，穿插自然，不要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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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树的画法

1/1  画树起手法

1、 中锋起笔，上锐

下立（由细变粗）

的表现方法。一

笔之中要有提按

顿挫，一波三折。

2、 左右分枝，注意

不要对称。

“画山水必先画树，树必先干，干立加点则成茂林，

增枝则为枯树”这句话出自芥子园画谱中画树“起手

式”。树无三分直，学习古人画树起手、笔法以及结构、

生长规律，须上锐下立，中宜顿挫，顿挫者折处无棱

角（此讲笔法）要求中锋用笔，由主干生长出，在左

右分枝，须熟树分四枝 ：前后左右，树形长长短短，

当争当让，穿插自然，不要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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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右分枝，长长

短短，前面的枝

干长在主干里。

6、 小枝上还有更小

的树枝，依然要

注意外形，以及

穿插。

4、 由树头的实线，

变树身的双勾。

5、 树分四枝，即前

后左右，枝干上

再分小枝，相互

穿插，当争当让，

注意整体树形，

切勿边线画成圆

形或方形。

变双勾 穿插

后枝

前枝

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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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右分枝，长长

短短，前面的枝

干长在主干里。

6、 小枝上还有更小

的树枝，依然要

注意外形，以及

穿插。

4、 由树头的实线，

变树身的双勾。

5、 树分四枝，即前

后左右，枝干上

再分小枝，相互

穿插，当争当让，

注意整体树形，

切勿边线画成圆

形或方形。

变双勾 穿插

后枝

前枝

右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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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夹叶树画法

1、 中 锋 起 笔，

呈”v“字形起笔。

4、 勾出圆形树叶，

注意树叶的整体

外形边线。三绿

色染出树叶，赭

石色染树身。

5、 三 绿 色 染 出 树

叶，赭石色染树

身。

2、 顺结构画出主干

结构以及分枝。

3、 左右分枝，切记

不 要 画 实 线 小

枝。依然注意树

的结构转折，按

结构皴擦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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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夹叶树画法

1、 中 锋 起 笔，

呈”v“字形起笔。

4、 勾出圆形树叶，

注意树叶的整体

外形边线。三绿

色染出树叶，赭

石色染树身。

5、 三 绿 色 染 出 树

叶，赭石色染树

身。

2、 顺结构画出主干

结构以及分枝。

3、 左右分枝，切记

不 要 画 实 线 小

枝。依然注意树

的结构转折，按

结构皴擦树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树
的
画
法

树
的
画
法

第
一
章

第
一
章

一
三

一
二

1/3  柿子树写生

1、 观察以上写生照片，写生要

意在笔先，思路清晰，找出

最前面的树枝，并理出其它

枝干，前争后让。

2、 实笔变双勾处，皴擦要过渡

自然，注意树主干与支杆前

后扭曲的结构。

3、 树体扭曲转折处，用淡墨皴

染，柿子树多不上颜色，以

墨为之。

4、树形主干、枝干皴擦到位后，

细致刻画，枝干上的小枝以

及更小的枝 ；写生的目的，

要研究树木的生长规律，寻

找形式美，这样运用在创作

上，画面才会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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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柿子树写生

1、 观察以上写生照片，写生要

意在笔先，思路清晰，找出

最前面的树枝，并理出其它

枝干，前争后让。

2、 实笔变双勾处，皴擦要过渡

自然，注意树主干与支杆前

后扭曲的结构。

3、 树体扭曲转折处，用淡墨皴

染，柿子树多不上颜色，以

墨为之。

4、树形主干、枝干皴擦到位后，

细致刻画，枝干上的小枝以

及更小的枝 ；写生的目的，

要研究树木的生长规律，寻

找形式美，这样运用在创作

上，画面才会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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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树的穿插组合画法

① 大小二株

  老树须婆娑多情，小树须窈

窕有致，如人聚立，相互顾盼。

一株树要考虑分四枝，注意阴阳向背。多株树更

要注意树形之间的关系。龚贤《半千课徒画说》中讲

“二树一丛，分枝不宜相似”。画两株以上的树不能一

样，面目各自，相互交叉，有争有让，有简有繁。

③ 二株交形

② 二株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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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树的穿插组合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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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树须婆娑多情，小树须窈

窕有致，如人聚立，相互顾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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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树形之间的关系。龚贤《半千课徒画说》中讲

“二树一丛，分枝不宜相似”。画两株以上的树不能一

样，面目各自，相互交叉，有争有让，有简有繁。

③ 二株交形

② 二株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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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三株画法

  虽属雁行（就像

大雁并排飞）最

忌根顶聚齐 ( 不

要齐根、齐顶）

必须左右互让，

穿插自然。

⑤ 五株画法

  不画四株竟作五

株者，以五株既

熟，则千株万株，

可以类推，交搭

巧妙。

1/5  树枝的画法

① 鹿角画法

  此法最有致，适合画秋林。

② 蟹爪画法

  必须锋芒必露，如画家所谓

悬针者，适合配荷叶皴作画。

宋代李成最得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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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三株画法

  虽属雁行（就像

大雁并排飞）最

忌根顶聚齐 ( 不

要齐根、齐顶）

必须左右互让，

穿插自然。

⑤ 五株画法

  不画四株竟作五

株者，以五株既

熟，则千株万株，

可以类推，交搭

巧妙。

1/5  树枝的画法

① 鹿角画法

  此法最有致，适合画秋林。

② 蟹爪画法

  必须锋芒必露，如画家所谓

悬针者，适合配荷叶皴作画。

宋代李成最得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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