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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西京个人简介

刘西京，常用名刘锡庚，号老西子。1950 年生。1976 年毕

业于山西大学美术系。2000 年结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

究生课程班。2005 年结业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首届高研班杜滋

龄工作室。



我画任伯年
刘西京

任伯年（1840 年～ 1895 年），名颐，字次远，号小楼。浙江山阴人。长期寓居上海，以卖画为生，布衣终老。

任伯年是一位全能的绘画天才。他人物、山水、花鸟画全精；工笔、写意全能；文人、院体、宗教、民间四大流派

全通。且能融入西法，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任伯年的人物画早年师法陈洪绶、费晓楼、任熊等

人，后练习铅笔速写，变得较为奔逸，晚年吸收八大山人和华嵒笔意，更加简逸灵动，使得画中人物形神毕现，创造出

了一种清新流畅的独特风格，把传统的中国人物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黄胄赞任伯年：“以人物最精，山水花鸟亦

自创道路，为三百年来之高峰。一览群山奇峰突起，悲鸿最是倾倒。”

任伯年人物画的特点有四：一是题材广泛。无论是人物肖像、佛道神仙、英雄高士、仕女儿童、市井人物无不属于

他的表现内容。二是大多画中人物、山水、花鸟并置，又有动物相伴其中，使人感到奇景异常，展现出了大自然的秀美

和旺盛的生命力。三是任伯年幼承家学，精熟于传神写真，后在上海研习过素描、画过人体，又常年勤于写生，所以画

中人物造型准确，内在个性鲜明生动，具备了现代人物画的造型特征。四是任伯年成熟时期的作品大都以行草入画，以

气带笔，气脉相连，给人以胸有成竹、兔起鹘落顷刻即成的利落感，线条的个人特点十分突出。为了表现线条韵律和节

奏，他不受客观形体的羁绊。如在衣纹的表现上，他画的衣服似衫非衫，似袍非袍，反而把人物映衬得格外有神。他用

线出神入化，在抑扬顿挫、刚柔粗细的变化之间，洋溢着使人奋发向上的激情。虚谷赞曰：“笔无常法，别出心机，君

艺称绝也。”

学习任伯年的人物画，要同时有几方面知识的储备与积累：

一、要研习素描。千万不要把素描等同于画光影。看看西方大师丢勒、伦勃朗、安格尔、德加、珂勒惠支、费欣等的

素描，你就会知道它是多么的底蕴深厚和形式多样。素描不仅教会你能准确地画出物体的结构、质感和量感，它还告诉你

哪里该“简”，哪里应“繁”，哪些要“含蓄”，哪些需“张扬”。有了这些因素，画面才能不平不薄，才经得起琢磨，

才有看头。素描的功效不止于此，它还使你用最便捷的方法，把自己的思想物化成画面。在点线面和黑白灰的构成中，或

是韵律节奏的动感，或是谐和安定的静感，在反复勾画涂抹中为最后的正式创作进行尝试，探索出画家独特的个性。《海

上画语》记载：“伯年作画，煞费构思。灰稿是打了又改，改了又打，还得张起来，躺在烟馆里，再三看过。”任伯年的

肖像画中素描因素很多，许多精细部位的处理就和丢勒、荷尔拜因的方法暗合。他的那些水墨淋漓的没骨作品，也与伦勃

朗的水墨素描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画家，都认为素描是艺术的灵魂、绘画的生命。作为一个当代画家，在

研习传统绘画的同时，应从西方素描中吸收其优点，来丰富我们线描与皴法的表现，创造出中国人物画的新高度。

二、要练习山水和花鸟。山石树木在任伯年的画中起着重要作用，画面的气氛全靠它们烘托以达到感人的效果。如

《独立苍茫》中的危崖乱石，《关河一望萧索》中的芦草浅滩，《梅边携鹤图》中的梅花仙鹤，《柳溪迎春》中的杨柳

枝条，自然景物在他的笔下和他画中的人物一起呈现出一派祥和统一的勃勃生机，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许多能把人

物画得很棒的画家，在人物周边补一些不是很讲究形体结构的景物，如藤条石头、枯枝乱草等，这些本应在画面中很具

绘画感，很能让画出彩的东西，若没进行过专门训练就会很不适应，无从下手。山水花鸟法理博大精深，具有最丰富的

技法语言和最深厚的美学理论。学会山水花鸟，不但能给人物画增光添彩，而且在审美观念上也会得到提升。

三、要学习行草书。选一本心仪的古代行草大师的字帖终生临习，让大师时时在你身边，告诉你什么才是高质量的

线条，提醒你如何才能在轻重缓急的书写动作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它让你懂得抽象的美，让你在绘画上事半功倍，不知

不觉中走进更高的层次，使你的绘画更有品位。

四、任伯年的人物画中常有动物相伴，这样不但贴近生活，还给画面增添了情趣与生机。出现频率较高的动物有牛、

驴、马等。术业有专攻，此几种动物非专门练习不可能画好。我就在画牛驴上下了二三十年的功夫。

在学习任伯年的过程中，找一些同他画风相近或相悖的当代优秀画家的作品进行学习，不失为对任伯年画法学习的一

种补充。好处一是在比照之下更能显现出任伯年的特点与不足；二是开拓了绘画视野，丰富了表现方法；三是让漫长时间

寂寞枯燥的学习过程变得“好玩”，增添了一些兴奋点，学习也就会更有效率。我在多年的人物画学习中就是这样做的。

临摹有实临、背临、意临和临意，应该交替进行。在后面的例图中我展示几幅这类的习作，以供参考。

时代在发展，需要适当的艺术演变来配合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学习任伯年，就要学习他站在时代潮流前列敢于创

新的精神。虽然中国画讲究传承，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纳入现代的审美情趣，要摹古而能出新。方增先说：“临摹

若随自己体会去画，画出来的东西既是他的，又是你的。”黄胄在临摹任伯年的《锺馗》图中题写：“任伯年善于吸取

前人稿本成为自家作品。其锺进士粉本有阜长、渭长者，亦有明清者，甚至民间画工稿本，至任伯年笔下大放光彩。有

清一代多泥古不化者，伯年吸取前人之长，独树一帜，而为一代宗师。”吴冠中也曾这样为青年画家指点迷津：“你一

定要穿着大师的拖鞋走一走，然后把拖鞋扔了，在穿和脱的过程中，你就会找到自己。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二○一五年谷雨写于庄上槐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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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姑献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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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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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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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林牧马

137cm×69cm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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