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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工具及材料

认识国画
中国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历代人才辈出，画绩卓越。中国画在

世界美术之林中独树一帜。通过学习中国画，小朋友可提高文化修养，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

中国画从表现形式上分为工笔与写意两大门类。从表现内容上可分为人物画、花鸟画、

山水画三大类。在这里，我们向同学们介绍的是造型概括、用笔奔放的写意画法。

国画工具及材料
一、笔

国画用笔分为硬毫、软毫、兼毫三类。狼毫、獾毫、貂毫、鼠毫等为硬毫，特点是弹性强、

劲健、蓄水少、流水快，常用它勾枝干、花脉、叶筋等，所绘线条挺直、流畅，还宜表现枯

笔，常用的有“小红毛”“衣纹笔”“叶筋笔”“兰竹”等。羊毫、鸡毫、兔毫等为软毫，

特点是柔软，吸水性强，流水较慢，常用它点叶，染色等，墨色滋润、圆浑，浓淡变化丰富，

常用的有“纯羊毫京楂”“长锋纯羊毫”。羊狼毫、鸡狼毫、紫羊毫相配制成的毫为兼毫，

特点是既能蓄水又有弹性，表现力强，常用的有小号的“白雪笔”“七紫三羊”等。

初学时笔不必太讲究，有大中小号几支就足够了。每次作画后笔一定要清洗干净，以防

宿墨和余色滞留笔根，破坏笔的性能。新毛笔用前可用温水浸泡。

二、墨
墨有“油烟”“松烟”两种，一般作画用油烟墨为上，因为它具有光泽鲜亮的特点。松

烟墨色调偏蓝，一般用于工笔画渲染。以上两种均为传统的手磨墨。现今市场上有现成的书

画墨汁，“中华墨汁”“一得阁墨汁”等较好。

三、纸
宣纸是国画特殊用纸，古代作画多数用绢，在元代后逐渐用宣纸。宣纸大约自唐代就开

始生产，因安徽宣城制作的宣纸最有名，所以后人把国画用纸统称为宣纸。宣纸分生宣和熟

宣。生宣：生宣吸水性能强，容易渗化，笔墨表现力强，用墨浓淡、枯湿、参差富有变化，

常用于写意水墨画。生宣有净皮、棉连等，以安徽宣纸最好。熟宣：宣纸用矾水加工后称为

矾纸或熟宣纸。特点是不吸水、不渗化，便于逐层上色，常用于工笔画。熟宣有“蝉翼宣”“矾

棉连”等。

四、砚
砚石的种类众多，有石砚、瓷砚、

陶砚、砖砚、玉砚等，其形状有长方形、

圆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广东的端砚

和安徽的歙砚较为名贵。一般作画选择

质地细润、能发墨的石砚和砖砚。

五、颜料
通常用锡管装的国画颜料。

六、其他工具
笔洗、画毡、调色盘、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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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笔
执笔：就是“指实掌虚”。“指实”是指要把笔握紧，“掌虚”

是说要给指与笔留出足够的活动余地。方法如下：大拇指向外推，

中指与食指向内勾，无名指和小指往外稳稳地顶住笔管。画小笔

触时握得低一点，画大笔触时则要握得高一点。

运笔：运笔是指如何运用笔锋表现出各种效果。笔锋的运用

分为：中锋（正锋）、侧锋、藏锋、露锋、顺锋、逆锋、立与卧、

折与转等。

中锋（正锋）：运笔时笔锋在笔画中间运行，笔画圆实厚重。

如表现花、草的枝条，叶脉等。

侧锋：运笔时笔杆稍微侧卧，笔锋自然偏在一边。线条薄、削、

轻快，宜于表现花卉的叶片及花瓣等。

藏锋：起笔时笔锋藏在里边，使笔画出的线条内敛、圆厚。

收笔时把笔锋反缩到笔画当中去。

露锋：露锋是指起笔或收笔时笔锋外露，如画竹叶。

顺锋：顺锋是相对于逆锋而言的，顺着笔锋画叫顺锋，线条

较光滑。

逆锋：笔锋与纸面成一个斜角，逆向推着笔锋运行。特点是笔

锋容易散开，笔墨效果较为多变，线条凝滞苍劲，宜画枯枝等。

立与卧：在实际作画时，笔杆不全是直立的，有立有卧，有

利于表现绘画对象。如画柳条、荷梗等用卧锋更为方便，卧锋也

叫拖笔。

折与转：行笔改变方向，如果用方折的方法就叫折，如果采

用圆转的方式就叫转。方为折，圆为转。这种方法在画藤蔓时会

经常用到。

国画的运笔方式除了有丰富性以外，还具有无数变化。同学

们在作画时要注意轻与重、提与按、快与慢等的变化，丰富笔墨

的表现力。

执笔

中锋行笔

中侧锋并用

逆侧行笔 用腕行笔 散锋的运用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⑴胭脂+花青=深紫

⑶藤黄+赭石=赭黄

⑸胭脂+曙红=深红

⑵藤黄+花青=汁绿

⑷曙红+朱磦=大红

⑹赭石+胭脂=赭红

用墨
墨也是颜色的一种，称为黑色。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变化，可以画出浓、淡、干、湿、焦

等多种层次的墨色。

浓墨是磨好的没有加水调和的墨；淡墨是在浓墨中加水调和以后变淡的墨；干墨是用含

水较少的笔画出的不渗化的墨；湿墨是用含水较多的笔画出的渗化的墨；焦墨是比浓墨还要

浓，含水比浓墨还要少的墨。

焦墨 润墨

浓墨 中墨 淡墨

国画常用颜料及用色知识
国画颜料分为植物和矿物质两大类。植

物颜料有水溶性、可渗透性强、较透明、覆

盖力弱等特点，如花青、藤黄、曙红（牡丹红）、

胭脂等；矿物质颜料一般不透明，覆盖性较

强，如朱磦、朱砂、石青、石绿、赭石等。

国画颜料从色彩上可分为红、黄、蓝、绿

等几大种。其中，红色较多，从浅到深有：朱

磦、大红、曙红、朱砂、胭脂。黄色主要是藤

黄、石黄等。绿色、蓝色主要有石绿、石青。

石青从浅到深可分为四青、三青、二青、头青，

石绿分为四绿、三绿、二绿、头绿。

有了红、黄、蓝三种色彩的颜料就可以调

出无数种颜色，常用的有：深紫、汁绿、赭黄、

大红、深红、赭红。

一笔中的浓淡干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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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大白云调朱磦加曙
红点出椭圆形头部。

2. 加上身体。

4. 细线画腹部和鳍。

3. 细线画眼眶和嘴巴。

5. 侧锋行笔画尾巴，浓墨点眼睛。

金鱼

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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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

1. 调绿色（藤黄加花青）画身体。 2. 两笔画成。

3. 细线画眼眶和腹部。

5. 等半干后用浓墨点眼睛，画身上斑纹。

4. 加上前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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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

2. 侧锋三笔画成。

4. 再画出小爪的第二节。

3. 每侧有四根小爪。

1. 调淡墨画蟹壳。

5. 加上一对螯，浓墨画爪尖、点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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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

1. 调淡墨点画虾身。

3. 加上虾头。

4. 五节尾节由大到小。

2. 两笔点成。

5.细线画足和触角，浓墨点眼睛和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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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

1. 用浓墨干笔
先画头部。

5. 调黄色染身体。

4. 加上前后足。

3. 画出身体的横纹。

2. 再画出触角。

6. 淡墨画翅膀。



12

蜜蜂

1. 用浓墨干笔
先画头部。

5. 调黄色染身体。

4. 加上前后足。

3. 画出身体的横纹。

2. 再画出触角。

6. 淡墨画翅膀。



14 15

鲤鱼

1. 用大白云调朱磦加
曙红先画头部。

2.再点上眼睛，画嘴巴和须。

3. 侧锋行笔画鱼身。

4. 勾画出腹部，侧锋画鳍。

5. 曙红细线画鱼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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