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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没骨

没骨画法是中国画工笔画法中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法，使用没骨画法的过程就是追求有意味的表现形式

的过程，是在用笔用墨与色彩的生命律动中使自身逐渐失去描物的被动性，而形成独立的审美价值的过程。

中国画不仅重视画幅的整体视觉效果，而且也欣赏一点一线的审美价值。比如在花鸟画中，一条线上加几个

点就可以表现丰富的内涵，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点线，可能会实现创作主体的一切意向。没骨画法的构成形式

与过程得到高度重视和强化，反过来又充实了其内涵的丰富性。“凡作花卉飞禽，务必求笔。勾勒旋转，直

中求曲，弱中求力，实中求虚，湿中求渴，枯中求腴。总之画法皆从运笔中来。”这些对应关系已经不是如

何描绘物象的问题，而是感悟了物象总体之后的笔墨与色彩搭配的形式。判断使用没骨画法水平高低的尺度

之一，就是看其对用笔用墨的形式是否掌握得炉火纯青。因其在表现过程中，每一笔都包含传统的上乘笔墨

功夫在内，六法中的“骨法用笔”隐藏在每一笔一点当中，唯有如此，方可使作品臻于至境。

没骨画不需要用勾线做骨架，只用笔墨或颜色直接点染。没骨法既要求作品清新雅致，色彩润泽层次分

明，又强调笔意。要自然灵动，忌用笔纤细柔媚。 

画的过程中要注意里面的用笔节奏还有深浅变化，用不同的笔蘸上不同的颜色，让它互相交融，慢慢融

合协调，形成别有特点的意味，这种交融的效果是其他画法无法替代的。这种画法需要画家对植物的结构、

造型心中有数，不可随随便便潦草了事，也需要画家经过观察写生对象，把握对象生长的结构，还要考虑这

些生长结构用什么笔法以及色彩倾向能够恰当地表达出来，然后概括处理。而非见一笔描一笔，所以要求的

综合能力、技巧更高。这种画法还必须要把握色彩的微妙变化，颜色该如何处理、哪儿该有深浅变化都要胸

有成竹，意在笔先。在花中间的地方颜色要更重一点，有些地方还可以加点水。用这种技法，我们比古人

更有优势，因为在颜色上现在有很多新研究，色彩的开发比过去好，品类更丰富。运用没骨技法，主要是色

彩关系的处理。没骨画法着重需强调的一点就是用笔，如果没有内在的笔法作结构支撑，里面的力度就出不

来，花卉最精神的地方也出不来。在微妙的深浅变化处理方面，在外轮廓上尤其要注意用笔。花头部分画完

以后要等干了才可以勾花瓣里的花纹。画叶子的时候注意正反面叶子的区别，正面的叶可以加些许花青，加

些对比颜色让它别太鲜艳，与花头部分的色彩纯度和明度都要适度拉开距离。按常规表现花要鲜艳些，叶子

要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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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2　蒲花  绢本  180cm×150cm  2011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第三篇  设色

3- 103　蒲花（局部一）

3- 104　蒲花（局部二）

3- 102至3- 104该画第一稿创作于1994年，那时我们家住广州美术学院教师宿舍

楼，路边种了几棵蒲树，花开花落，没甚关注。有一年走过时，突然觉察到它有一

种说不出来的美，里面的色彩太丰富了。但作为绘画的素材而言，感觉它很零碎，

难以表现。这些花松松的，有点像棉花又有点像球，里面结的小果像攒起的小点，

颇琐碎。开花时候叶子的色彩非常丰富，红、粉红、黄、绿还有蓝色。蒲花很有形

式美感，甚是喜人，但该怎么去表现，却非常纠结。琢磨了好久好久，思考怎么去

表现。某天突然想到没骨技法，因为没骨画法在色彩的表现上可以很丰富，而且能

到位地表达当时看到的色相。

画里的蒲花采用散乱构图法分布，看似无主次之分的蒲花实注重了疏密变化的

生动性，当密处尽量密，当疏处则疏，以形成花之间的疏密对比，营造变化丰富、

节奏活泼的感受。后面的叶子做穿插、连接。叶子基本上是用没骨画法，小果和枝

干则用了撞色的技法。第一稿画出来后感觉蒲花在静静地绽放，既清雅又丰富。面

对大自然的美景，观赏以后在心中逐渐把它与学到的知识融合在一块，也就是所谓

艺术的升华。从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需要画家主观意识的加工，要用高超的技法把

它表现出来才能达到完美。多年后再画第二稿时加画了许多小鸟，似乎它们也来欣

赏默默绽放的美丽花朵，添加了画面的意趣。这幅画运用了枝干的线条、小果和花

的点作穿插，强化有韵味的形式美感。将创作意念和艺术思想物化为视觉形态，从

而形成独特的个性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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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　狮子头茶花  纸本  40cm×60cm  2011年

3- 105　扶桑  纸本  41cm×61cm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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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7　无忧花  纸本  40cm×60cm  2009年

3- 108　扶桑2  纸本  43cm×50cm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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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9、3- 110画面中梦幻般的气息，总是把现实的景象表现得时断时续，使人对生活既感到无奈的忧伤，又怀着惊喜的

憧憬。这一切都是由作品中相当丰厚的绘画语言的融会所传达的信息触发的。

该画里一派生机，充满了田园野趣，簇拥石缝而长的杂草隐然低垂，用撞粉法的微妙变化使杂草的美含蓄内敛，显得生

机勃勃，与杂草的静美对比鲜明。横行霸道的小螃蜞用点染法画出。画面上寻求的是明确的秩序，秩序是现代绘画的一个特

征，而企图建筑起自己独特的画面结构，自然成为现代艺术家们的自觉目的。这一努力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作为艺术创造的

画面结构可以而且应该从真实的自然结构中分离并独立出来，取得自身审美价值。对于形式秩序和圆满性的追求已成为更接

近艺术本质的任务。 

东方色彩装饰性对比，是一种静中求纯、朴中得素的理想色彩，所谓“淡而能深沉，艳而能清雅，浓而能古厚”，强调

以形传神，形态熔铸于情思之中。采用减弱单个物体的繁杂色彩使之趋于单纯，因为色彩越单纯就越能进入到整体的色彩结

构之中，因此不同色块的配置显得比色彩的本身更为重要。色彩本身的扩张与收缩以及它的表情价值是色块配置的依据，造

成色彩分布的美感既是色彩构图，也是表达作者意愿的重要目的。色彩的整体结构需要各个单个色块的简洁，色彩能附于整

体结构之中是来自各单个色块的配置，越是单纯的色块越要凝练，如此才会有经久不衰的价值

3- 109　清溪  绢本  60cm×70cm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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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清溪（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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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　寻寻觅觅  绢本  60cm×70cm  1999年

3- 113　寻寻觅觅（局部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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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 至3- 114 非洲芙蓉花，在南国生长得如火如

荼，到了秋冬，干枯的花团虽然低下头，但那高高低

低、错落有致的姿态却依然留有昔日的傲气与神韵。

秋渐深，霜渐寒，虽然失却了翠绿与火红的颜色，但

赭石的丰富色阶，使得画面并不凄凉，反而比花开的

盛期更别有一番味道。一种形式美感浸入脑海，直觉

告诉我，这花有过青春、经过灿烂，现在虽然已经老

了，但依然美丽。就好像我小时候看到一些名演员们

演的青春剧，当时感觉他们非常漂亮，震撼着我。 现

在他们都已经老了，七八十岁了，但是在舞台上依然

风韵犹存，这是另外的一种美丽。这种美丽经过沧

桑，经过岁月的磨练，修养更高、更美，这种美是内

在的美。

当时看见这些已凋谢的非洲芙蓉花非常激动，马

上掏笔写生。画了十多天，反反复复勾小构图，然后

再整理。在现场勾的小构图，有一种鲜活的感觉，并

且里面带有当时的激情。画家应具有精神上的单纯朴

素，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只画被所见感动的东西，

才不会错过绘画的真实性。在创作的过程中当场勾画

的小构图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凋谢的花头，与经历过

风雨沧桑的叶子，非常吻合，搭配在一起颇具意味。

画里枯叶的残点独具美感，不是平常花色那种鲜艳的

漂亮，而是经历了风雨以后内涵更深的美。这种意味

更吻合中国画表达经历风雨沧桑的那种境界，只有曾

经亲身体会过风雨坎坷的人才有同感从而产生惺惺相

惜的感觉。回来构思这幅画的时候，我把写生、采

集、所看到的，包括几年知青生活里的感受，全在这

画里概括。

几只毛茸茸的小鹅笨拙地寻觅从花团中撒落的花

籽，稚拙的形态显得憨态可掬。这些小生命与已经凋

谢的花产生一种对比，构成一幅很有形式美感和水墨

韵味的图画。小鹅寻寻觅觅，这种散淡中见恬静的意

味与境界我构思了很久，最终起名为《寻寻觅觅》。

小鹅们因觅食而寻觅，人生也一直在寻寻觅觅，繁华

落尽，孤独前行，也要一直坚定地寻找自己该走的

路。

整幅作品施以淡彩，构图追求舒朗的韵致，以期

形成一种平和的富含水墨韵味的灰色调子。叶子晕

染的手法单纯丰富，先分染，然后用赭石色勾画其经

脉后再点画上褐色的小枯点，表现出初秋的味道。花

头用撞水撞粉法，注意处理每个花头色彩的变化与不

同，充分把握单纯中见丰富的艺术处理原则。

中国画是将内心世界的情怀移入自然造化融会一

体，所谓“游心物外”“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

者居下”，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无我之境。写“意”

原则实际上确立了物我一体的观照方式和感受体验方

法。因此，笔墨语言的纯熟，要求我们用笔用墨的功

夫要精、要深，“墨受于天，浓淡枯润随之；笔操于

人，勾皴渲染随之”，可见，笔与墨是相互依存的，

“笔成之处墨亦存之”。笔墨孕育的是一种阴柔之

美，是从观照自然转向关注心灵并走向畅神、尚韵的

表现之路。应建立起相对稳定、鲜明的笔墨风格并形

成规范，进而随着对自然理解、认识、体验的深化，

情感的丰富，和对新的表现领域的探索，使笔墨风格

充实、丰满、变革和完善，在主客观统一过程中发展

自己独特的绘画笔墨语言

3- 112　寻寻觅觅（创作稿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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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4　寻寻觅觅（局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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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5　露寒  绢本  147cm×183cm　1997年  （获全国第四届工笔画大展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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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6　露寒（写生稿一）

3- 115至3- 119大树头下一群白鸡栖息，鸡的羽毛用白粉层层渲染，因渲染时不同笔法的运用，充分描绘出翅膀

的硬挺与羽毛的蓬松，不着痕迹地表现了鸡的各种形态，点点红冠笔法干净利落。树皮与转折露出的根部肌理效果

的处理得体自然，画面在斑驳中见凝静。枝条横伸而出，乍一看，是如实写生的感觉，再细细品味，每束小枝条的

动态都是经过匠心独运的空间分割处理运用的。撞水撞粉的画法，赋予了植物超出自然的理想美。

静态的画面中寓藏着蓬勃生机，树木与鸡禽临风、承露、带雨、迎曦。欲表达灵动和静穆的统一，画面上须直

接把握静动转化的极点——这是绘画上的秘要所在。掌握好静动强烈对比的效果，这两个极点的统一能展现生活发

展的无限活力。

意象的虚与实富含相生相变之理，即实中有虚，实而不塞，所指的是画面内部的空白，天地间的气和光笼罩万

物而无迹，是气和光流转的通道，可谓意象气韵的空灵之处。要掌握笔墨绘画形式美的基本规律，自觉主动地学会

在整体画面平衡中运用它，配合用色、章法、造型等艺术手段。笔墨与色彩的各种变化如果脱离了画面整体色调，

势必阻碍画面的整体意境的表达。在以墨与色结合为主的画面中，主调色是构成画面整体色调的决定因素，这时要

注意次要形象表现的度，不可喧宾夺主；在墨与色的比例较平均组合的画面中，这些形象的综合视觉效果构成画面

的整体色调，这就要时刻调整各种形象的比例关系，达到预想的整体统一色调效果。中国画“知白守黑”，最知空

白的妙用——在墨与色的韵律中，空白使墨更具有鲜明的节奏美和空灵感。墨色与墨色之间要有空白，墨与色之中

也要留空白，使大大小小的空白联系起来，画中犹有龙蛇，牵动整个画面明暗节奏韵律的流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