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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教育，加快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这是推进素质教育、调整和改进高等教

育的专业结构、促进高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高校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推进素质教育决定的实施，各地高等院校重视人文学科教育、重视艺术教育的风气正在形成。目前，

全省已有30余所高校开设了美术、艺术设计等专业，还有若干民办高校已经或正在筹备开办这些专业，

没有开办这些专业的高校，也大都建立了艺术教育中心或艺术教育教研室，对其他专业的在校学生进行

人文和艺术教育。全省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形势非常喜人。

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提高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我们

的高校毕业生不仅要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一定的艺术和审美的素

养，要有能够欣赏音乐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要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和创造能力，这才能真正成为

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为社会多作贡献。

在高等院校进行艺术教育，不仅要抓好普通专业的大学生艺术教育，而且要办好艺术教育的专业。

要通过加强学科建设，使我们已经或正在筹备开办的美术、艺术设计或其他专业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

得到提高，从而使质量水平的提高与总体上量的扩张同步发展。这就需要加强艺术教育的科研力量，促

进学术交流，重视师资培训，抓好教材建设。其中，编写出版和推广使用高校通用的艺术教育专业教材，

是提高艺术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

编写高等院校通用的艺术教育专业教材，是艺术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因而是一件大事。古人把著书

立说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一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教

育部近年来颁发的有关学科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在充分体现规范和标准要求的前提下，编出高校使

用的教材，实现“一纲多本”；二是要切实面向教学实际，准确把握高校艺术教育专业相关学科的实际



状况，使编出的教材既能真正符合高校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又能体现新的艺术教育科研成果和专业特

色。只有在质量有保证，内容有特色，老师易教，学生易学的前提下，教材才能真正在高校推广开来。

由安徽美术出版社组织编写的这套教材，集中了全省以及外省、市有关高校一批专家学者、资深教

师和艺术家的集体智慧，吸取了艺术教育科研工作的最新成果，也基本符合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的基

本精神和我国高校艺术教育的实际，适合各校艺术教育专业教学使用。这些专家呕心沥血，数易其稿，

终成鸿篇，可喜可贺。我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高等院校的艺术教育提供了优秀的通用

教材，为高等艺术教育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调整和改进高等艺术教育的专业结构提

供了重要的条件。

当然，教材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一样，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坚持数年的

努力奋斗。目前推出的这套艺术教育类教材，包括美术教育和艺术设计两大类，与各地院校的专业设置

是相配套的，在各高等院校推广使用过程中，肯定还需要不断吸收科研和教学的新成果，需要不断的修

改和完善，使这套教材也能与时俱进，逐步成熟。我们设想，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一套更加完善成熟的

艺术教育类高校教材必将形成，高等艺术教育学科建设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这套高等院校艺术教育教材已经编写完成，付梓在即，组织者、编写者和出版者要我说几句话，我

乐见其成，写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同志们交流。是为序。

徐根应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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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鸟画是以花、草、虫、鱼、蔬果、鸟兽为题

材和内容的绘画，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内涵。中国绘画自唐代分科之后，经过五

代、两宋的发展，花鸟画便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了

与山水、人物画同等重要的地位（图1、图2）。

花鸟画分工、写两类，翻开中国绘画史可以看

出，花鸟画的产生和发展，是先有工笔，后有写意。

严格地说，具有真正意义的写意花鸟自唐中叶才

出现，然后逐渐形成一大宗派。尤其是经过明清文

图 2 花篮图 宋·李嵩

图 1 碧桃图 南宋·佚名

概  述

人画新潮的激发（图3），写意花鸟画最终占据中

国画坛的主流位置，创造了清末文人画的高峰。

随着清政府的垮台，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和

闭关锁国政策也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中国画的改

良问题也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对于中国画何去何

从的问题，画家和理论家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思考

和探索。这在花鸟画领域里有充分的表现。

作为中国画的一部分，花鸟画所经历的革新

之路总体来说与其他题材的中国画是一致的，但

是作为一个有着不同属性的独立画科，自然也有

与其他画科不尽相同的地方。一个世纪以来，在这

一领域里涌现出许多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变革大体

上可以分为 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

代中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革新以吸收西画优点和挖掘传统

宝库、重振两宋雄风为主流。鸦片战争后，伴随着

列强武力侵略的是西方文化观念潮水般涌进，中

西文化在一种极不和谐的氛围中猛烈地冲撞着。

在绘画领域内，这种冲撞导致了一部分有识之士

对传统绘画，尤其是明清以来画坛的畸形画风进

行反思、变革。结果出现了两类不同类型的变革

者：一类变革者们首先看到的是西洋绘画的优点，

尝试以西画之长补国画之短 ；而另一类变革者则

更多地看到民族绘画传统的博大精深，革新的方

向是重振传统，借古开今。20世纪上半叶，这两

类变革者的中坚力量是徐悲鸿、陈之佛等人。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我国花鸟画

革新的又一重要阶段（其实不仅仅是花鸟画，其他

画种也无不如此）。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艺术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他们纷纷深入火热

的生活第一线，探索用中国绘画来直接表现工农

群众的生活。花鸟画应该如何来表现时代特色等

一系列关系到这一古老画科何去何从的问题,此时

图 3 古槎鸲鹆图 明·唐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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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样摆在了画家们的

面前。受题材的制约,花

鸟画显然很难适应当时

的社会要求去表现现实

生活,于是,一部分画家

丢下钟爱的花鸟画，改

画人物画 ；另一部分画

家则将传统绘画里常见

的枯藤老树昏鸦、残荷

败叶飞絮等题材改为

“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能

给人以勃勃向上感觉的

题材”。这一时期，在题

材变革的同时，如何提

高国画的写实能力以表

现现实生活，是画家们

经常思考并探索的又一

课题。由于画家们的全

身心投入，以上种种尝

试、探索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使本来居象牙塔

顶的中国花鸟画与广大

劳动人民的生活更为贴

近，这是前所未有的。

改革开放以来是花

鸟画革新具有里程碑性

质的重要阶段。由于文

艺创作思想的彻底拨乱

反正，纠正了此前一段

时期人们在花鸟画有关

功能认识上的片面性，

画家们得以从过去单一、谨小慎微等不正常的创

作格局中解放出来。同时，国门的敞开使西方各种

文艺思潮以更猛的态势再一次涌入，对原来的绘

画局面产生了猛烈的撞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绘

画的变革已不可避免。“变则活，不变则死”，如果

仍按以前的老路走下去，路只能越走越窄，这是许

多人发自内心的呐喊。然而，变革究竟应该朝着什

么方向？一方面是“文革”以来形成的缺少生气、

较为单一的创作局面，而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各种

光怪陆离的艺术潮流的涌进。而对这种局面，画家

们特别是中青年画家们开始了全面反思，反思古

代和近现代的传统。同时，部分画家也开始重新审

视、研究西方绘画，努力寻求适合当代人审美需求

的新的绘画语言。比之世纪之初的革新，此时的探

索更有深度、广度。画家们或融会西洋绘画之技

法，或承继传统绘画之精髓，或吸收民间绘画之营

养，或者是直接师从造化，向自然要法度。可以看

到，这一阶段画家们对西洋绘画的吸收不再满足

于单纯的写实技巧和具象性的变形技巧，而是同

时也吸收了诸如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超级写实主

义等理念；对传统的继承，也不再受原来的构图、

色彩、线条、造型等因素的限制，画家们力求寻找

一种更加广阔的艺术空间，来充分表达纷繁多样

的时代感受。

与此同时，一些画家对中国花鸟画的工具、材

料和绘画手段的创新探索也在悄悄地进行之中，

并有了不少收获。有的画家丢掉宣纸、绢，改在经

过处理的三合板或布上作画  ；有的画家在作画时

引用水彩、水粉甚至是丙烯等颜料 ；有的画家用

铅笔、钢笔勾线 ；有的画家尝试用各种手段制作

肌理等等。在所有的探索中，20世纪末中国画坛

图 4 墨竹 元· 昇管道

图 5 梅花卷（局部） 明·孙隆 陈录

图 6 灵鹫 现代·徐悲鸿

图 7 花鸟扇面 清·任伯年



3

上兴起的岩彩画可说是影响最大，也最引人瞩目。

岩彩画也被称为重彩画，其使用的颜料主要

是天然矿物质颜料和高温结晶颜料。在纸张上，它

主要使用纤维长、经得起反复使用的皮纸、高丽纸

等，同时也有不少岩彩画家使用亚麻布、三合板

等。岩彩画家已很少使用传统的渲染等技法，更多

时候他们使用的是厚涂、粘贴等方法。岩彩画在国

内的出现尽管只有几年，但由于其具有很强的视

觉冲击效果而受到广大青年画家的喜爱。（图11）

学习花鸟画，过去一直是“师带徒”的传承形

式，大多是从临摹入手。实践证明，这是学习花鸟

画的较佳途径。而现在进入大专院校的学生大都

受过严格的造型基础训练，具有较强的写生和造

型能力，所以学习花鸟画也可以从写生入手，在熟

悉和掌握写生对象之后，再进行临摹和创作。

临摹是向传统学习，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丰富

的文化遗产，是他们长期艺术实践的结晶。在这些

作品中，笔墨技巧和表现方法是一个方面，更重要

的是艺术家的艺术品格和艺术思想的体现，这是

一个艺术家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在西方人的眼

里，中国画走的是“先取得招式，再求变化”的路

（这是造成中国传统绘画程式化倾向的原因之一），

我们现在应该把了解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规律，

研究前辈画家的艺术品格和艺术思想同学习技法

技能结合起来，“师古不泥古”，才能取得较理想的

学习效果。潘天寿先生的“学高不学低”，齐白石

先生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都是这个道理。

写生，就是到千姿百态的生活中去，观察生

活，熟悉生活，表现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古人

作画讲究“观万物——达于心”，虽然也有画家随

身携带手本，作些简单记录，但很难与现在意义上

的写生相提并论。这并不等于说古人不重视写生，

实际上，古人走的是观、默、记、写的写生路子。

这种方法对培养和锻炼画家的形象思维能力十分

有效，是花鸟画学习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训练。

学习花鸟画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创作，技法

训练、观察生活、积累素材都是为花鸟画创作做准

备。就学习花鸟画的一般规律来讲，具备了必要的

技法要求，有了一定的生活感受，要画出一定水准

的花鸟画并不是难事。这种花鸟画虽然也属于创

作的范畴，但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同山

水、人物画相比，花鸟画的创作显得更难一些 ：一

是花鸟画较难反映重大题材，对一些主题性明确

的事件，花鸟画大多只能以寓意的形式和手法参与 ；二

是花鸟画形式语言匮乏。由于艺术思想、技能训练

诸方面的原因，那种先有形式（程式）后求变化

（创作）的习画途径，同样给花鸟创作带来障碍。

图 9 秋瓜 现代·陆俨少

图 10 松兰 现代·陈十发

图 8 牛 现代·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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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画坛中的许多作品都似曾相识的现

象依然很多，这是当代花鸟画家要特别

注意的问题。

花鸟画发展到今天，给学习者和创作

者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当代花鸟

将如何发展。这是关系到一个艺术门类的

发展战略问题，同时也是现代花鸟画家的

创作方向问题。前人以“不同古具，不同

今人，不同故我”作为追求的目标，能做

到这一点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艺

术家了。当代花鸟画要反映当代人的所思

所想，使花鸟画富于时代感，成为现代艺

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花鸟画

的学习者和花鸟画家在了解花鸟画的基本

创作规律的同时，首先在绘画观念上进行

革新，去关注花鸟画本体及本体以外的诸

多问题。今天的花鸟画创作应该是对花鸟

画多层面的探讨，它的形式（形象）也应

该是丰富多样的，但必定是属于当代的。

（图12）

图 11 鹿 现代·黄胄

图 12 红珊瑚 现代·蒋采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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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笔、墨、纸、砚

一、笔

中国画家用毛笔从事绘画活动的历史，至少

已有一千多年。中国画所用的毛笔从形式上分，有

长锋、短锋、提斗、排刷……品目繁多，从性能上

分，有硬毫、软毫、兼毫三类。硬毫用狼毫、紫毫、

獾毫、猪鬃等制作而成，挺劲，富有弹性，蓄水少，

长于勾勒或皴、擦；软毫多用羊毫和鸡毫制成，柔

软，含水量大，宜于点花、叶，染色 ；介于软毫

和硬毫之间的是兼毫，这类笔用软、硬两种毫兼制

而成，如用狼毫和羊毫兼制或是狼毫和鸡毫兼制，

笔性适中，既能体现软毫的功能，又能兼顾硬毫的

效用，既可勾线也可染色。另有特制的胎毫（特

软）、猪鬃、山马毫、石獾、鼠须（特硬）等。

至于选择哪几种画笔，可根据作画的需要而

定，更多的是根据每个画家的习惯。工笔花鸟画中

常用的笔，如勾线用的有点梅、叶筋、红毛等，而

染色则多用白云。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总体来

讲，硬毫适宜勾线，软毫笔更易于着色。初学写意

花鸟画，不可求多求全，有大狼毫、中提斗、大白

云、长锋羊毫几枝笔即可进行。亦不必要求最好，

等练习有了一定基础，根据需要再选较好的笔。

二、墨

古人所谓的墨指的是墨锭，分油烟、松烟两

种。油烟墨以桐油、菜油或猪油烧烟制成，质地坚

实细腻，黑而光亮，乌中透出紫蓝色泽者为上品。

松烟墨以松枝烧烟配制，乌黑而无亮光，胶轻质

松，渗化力强。墨的优劣直接影响画面效果，作画

一般宜选用优质油烟，作画时不沾不滞，意到笔

随，幽香宜人。胶过重或脱胶陈墨皆不适用。松烟

黝黑无光，利于书写，或在工笔画中偶然用之。古

人磨墨也十分讲究。磨墨时，要求将墨锭竖立，由

内向外，重按轻磨，宜缓不宜猛，正所谓“执笔如

壮士，研磨如病夫”。

现在有制成的书画墨汁，使用起来十分便利。

目前较为画家们青睐的墨汁有“一得阁”、“曹素

功”、“胡开文”、“中华书画墨汁”等等。画家平常

练习多用书画墨汁，只在进行创作时才使用墨锭。

有的画家在创作时也使用墨汁，但现成的墨汁一

般都过浓，或胶质过重，使用时最好倒入砚池中稍

加清水，再用墨锭研开，研至浓度适中为宜。

三、纸

传统中国画的用纸（绢），亦是区别其他画种

的重要条件之一。古人在绢上作书作画，纸发明之

后，多用纸或纸绢兼用。书画用纸以宣纸为佳，宣

纸和绢均有生、熟之分。熟宣（绢）用矾水加工过，

不吸水，适宜反复渲染。因此，工笔绘画多用熟宣，

当然也有许多画家更喜欢用熟绢。写意花鸟画则

更多用生绢、生纸，取其渗化性强，墨色变化丰富。

现在全国各地生产的书画用纸很多，仍以安徽泾

县生产的宣纸最为理想。宣纸的品种繁多，性能各

异，画家多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用纸。常用的有净

皮、玉版、棉料数种，新生产的宣纸性硬，须存放

几年后方好使用。

无论用什么纸，都必须了解这种纸的特点，才

能驾轻就熟，充分发挥纸的性能。有的画家只习惯

于用一两种纸，有的用自己特定的纸，这只是个别

现象。更重要的是，画家要去适应不同性能的纸，

这对自己绘画艺术的开拓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四、砚

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砚台。砚是磨墨用

的，以质地细腻、不吸水、易起墨为要。唐以前的

砚多以陶瓦、石或铁制作而成，唐以后，书画所用

图 1-1 晨雾 现代·荣伟

图 1-2 花气薰人欲破禅 现代·崔基旭

图 1-3 白皇后 现代·翟宗祝

第一章  中国画的工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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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砚对石材的质地越来越讲究，制作也更加

精细，其中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被誉

为四大名砚。现代画家因多用书画墨汁作

画，常以盘、碗代之，而砚则越来越多地被

当作工艺美术品收藏。

第二节

颜料

中国绘画所用的颜料主要分石色和水色

两大类，石色为矿物质颜料，其质厚重，覆

盖能力强，且色性稳定而持久 ；水色为植物

颜料，色质明快，便于晕染。中国花鸟画常

用的矿物质颜料有朱砂、赭石、石青、石绿、

石黄、白粉、金粉、银粉等 ；植物质颜料有

花青、藤黄、胭脂、洋红等。古代画家用颜

料极为讲究，常常是自己动手制作。传统国

画颜料有粉状、膏状、块状之分，粉状颜料

使用时加明胶水，以增加色的稳固性 ；膏状

颜料已加过胶，用水化开即可使用 ；块状颜

色亦可用温水化开，个别块状颜色少量使用

时，用笔掭下即用，备感新鲜纯真。现在市

场上的颜料一种是传统手工制作的，为小纸

盒包装的块状颜料，另一种为盒装锡管颜料，

用起来十分方便，只是质量往往难以保证。

朱砂、朱   是将汞矿石研磨后以清

水漂制而成。上层为朱 ，朱 质细而轻 ；

下层为朱砂，朱砂质重而厚。

石青  用赤铜矿作原料，研磨漂制，

分头青、二青、三青、四青。头青质粗，

色最深；四青质细，色最浅。石青因其

覆盖力强，在其他色或墨上点染更觉艳

丽而不轻浮，为古今画家所喜爱。

石绿  用天然孔雀石研磨漂制，可

单独使用，亦可调墨或其他颜色。

赭石  用氧化铁或含氧化铁、氧化

锰的矿石研磨漂制而成。赭石与其它水

色调和时易出现沉淀，用时要多加注意。

花青  呈深蓝色，是用靛蓝花研滤提取而成。

花青色沉着，但色质不稳，容易褪色。

藤黄  是一种热带植物海藤树流出的汁液，有

毒性。藤黄色明亮，单独使用时艳而不浮，倍增雅

趣。和花青混合，可调出深浅不同的绿色。

胭脂  呈深红色，由茜草、红兰花、紫草茸

三种植物取汁煎制而成，色偏冷而带有紫味。

洋红  是一种动物性颜料，因来自域外，又

称西洋红。20世纪60年代，将洋红加入品红后改

名为曙红，比洋红更加艳丽，但沉稳不及洋红，故

用时常与其它色或墨相调增其厚重。

酞青蓝  为化学颜料，色相极为鲜艳，与藤

黄混合可调出漂亮的绿色，加少许墨又与花青相

类，性能稳定，不易褪色。

白色  有铅白、锌白、钛白等，古时用蛤粉。

铅白容易还铅泛黑，现代画家多用锌白和钛白。

国画颜料是根据传统绘画的需要而产生的，

没有朱红、土红、土黄、群青等色，现在画家为追

求色彩丰富，常将水粉、水彩色加入补充使用，只

要使用得当，亦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还有，在写意

花鸟画中，对白粉的使用非常重要，有的画家除了

在点花头时偶然用之，其他地方极少用粉。现代花

鸟画由于制作成分的增加和笔墨要求的放松，用

粉的机会越来越多，或者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

花鸟画的传统用色习惯，这是现代花鸟画发展的

需要。花鸟画要走向现代化，变化是多方面的，对

传统色彩的改变是花鸟画迈向现代的重要一步。

图 1-4 花里人家 现代·张铨

图 1-5 梅 清·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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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白描

白描是中国工笔画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它以

线为手段，起到确定构图、确定被描绘对象的基本

造型的作用。但工笔画对线本身的形式美也相当

讲究。线是工笔画体现笔墨的节奏、韵味的手段，

因此，它又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存在。

一、用笔

工笔画勾线最基本的用笔方式有四种。

中锋用笔  这是传统工笔绘画里用得最多的

一种笔法。它要求在勾线时始终将笔尖控制在线

的中间，墨顺着笔尖顺流到纸上不会偏离中心，均

匀向两边散去。中锋线圆润、浑厚、匀整有弹性。

侧锋用笔  毛笔侧倒以笔头的侧翼贴着画面

运行。由于自笔尖到笔肚所含色彩（或墨）的深浅

不同，由此画出的线自然有浓淡干湿的变化，线的

形状往往是一边齐一边呈锯齿状。传统书画里所

说的“飞白”，大多数是侧锋用笔产生的。这种运

笔方法在表现嶙峋的山石、老树干等时常常用到。

逆锋用笔  运笔时线条朝着笔尖所指的方向

走，逆向而行。这种运笔方式画出的线条厚实刚

劲，苍老古拙，多用于画老树干、枯枝。

顺锋用笔  这种笔法的运笔方式与逆锋正好

相反。一般是笔锋在后，笔杆在前，笔杆拖着笔锋

走。顺锋线轻快、流畅，如行云流水一般。

上面介绍的是最基本的用笔方法。不论用何

种笔法，都要注意运行中的顿挫使转、徐疾轻重、

刚柔润燥，从而使线条呈现出极富韵律的节奏感。

第二章  工笔花鸟画基本技法

图 2-1 兰草 现代·毕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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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花鸟画无论是重彩还是淡彩，在白描阶

段都必须同时考虑用墨，全幅不可只用一种墨色

勾勒，要根据不同物体的质感和画面层次的需要，

用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来丰富线条的表现力。

例如 ：用淡墨勾勒白色、粉红、黄色等浅色的花

瓣，用重墨勾勒大红、紫色等浓重的花，用较干的

墨勾勒老干等。这样不仅可以在设色后使墨色和

谐，而且能保持线的韵味和节奏。（图2-3）

第二节

着色

在勾好线描稿后，即可着色。如果把线描稿比

做是房子的框架结构的话，那么着色即是后面的

添砖加瓦，粉刷美化，着色的好坏直接影响画面效

果。传统工笔绘画的着色方法总体来说可以分为

褪染、冲染、分染、提染、罩染、湿染、背染等。

褪染  这是传统工笔绘画着色时使用较多的

一种着色方法。一手执蘸颜色的笔，一手拿清水

笔，先以蘸颜色的笔染，再用清水笔接染过去，从

而使画面产生由浓到淡的变化。

冲染  也叫积水法。同时准备两支笔，饱蘸

不同颜色，先以一种颜色将需要着色的地方填上，

二、勾勒

一幅工笔花鸟画的好坏，线条

勾勒得如何是至关重要的。清代沈

宗骞有如下论述：“意在笔先，趣以

笔传，则笔乃作画之骨干也。骨具

则筋络可联，骨立则血肉可附。”这

里所说的“笔”和“骨”指的就是

线。对于如何用线，现代画家黄宾

虹先生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五条要求，即：平、圆、留、

重、变。这里所谓的“平”，指的是

用笔时力量要均匀，不可忽重忽

轻，要笔笔到位，力透纸背。“圆”

指的是所勾勒的每一根线都要圆润

而富有弹性，在线的转折处，更是

有“如折钗股”般的韧性。“留”说

的是用笔要能控制，收放自如。

“重”指的是行笔时要有分量，切忌

轻飘浮滑。“变”是要求画家用线

时，根据不同的表现对象不断地变

换，或迅疾，或舒缓，或棱角分明，

或圆润流畅。惟其如此，方可充分

表现对象的神韵。（图2-1）
图 2-2 樱花小鸟 现代·陈之佛

图 2-3 工笔花卉 现代·陆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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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干之时，将另一支笔上的颜

色（当然也可以是清水）冲滴

进去。两种颜色在一起交融、

流动，往往会形成一种意想不

到的天趣。（图2-2）

分染  即分层着色，古人

称之为“三矾五染”。工笔绘画

里，对于有些表现对象往往需

要采取分次序、多次染色的方

法，才可取得满意效果。比如

画大红花，就是先以淡墨从花

瓣的根部向外染去，待干后再

用朱砂从花瓣的边缘向内由深到浅地染。为了固

定颜色，待干后罩上一层矾水，然后再以淡曙红平

涂。如此反复，最后用胭脂提一下，使花更精神。

提染  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加强画面的层次

感、整体感，对画面的某一局部所作的“微调”。可

以提白，也可以加重，比如上面说的画大红花最后

用比较重的胭脂色加强画面，就是提染。（图2-8）

罩染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罩染其实是统一

画面色调的又一种方法。在某一表现对象着色基

本完成后，为了使色彩更统一、更生动，往往用极

淡的某种色彩平涂一遍。如白花、粉红花、紫花等

在着色基本完成后，为了使花儿显得更娇艳，常常

需要用极淡的草绿色罩染一遍。

渲染  这是一种烘托气氛、突出主题的染色

方法。工笔绘画里，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

况，即画面有形的地方均已画完，但是主题仍不突

出，气氛也不感人。这时如果用渲染的方法，在主

体的周围染上相应的对比色或类似色（很淡），那

么画面效果会有很大改变。如画白色水鸟，倘若只

画鸟自身的羽毛等结构，鸟的神采往往出不来，但

如果在鸟形的边缘适当染上一些颜色，则大不相

同。正如清代邹一桂所说：“白地白花，则色不显，

以微青烘其外……即画家所谓渲也。”（图2-5）

湿染  就是趁湿染色。在一定的形体内，先

以清水涂湿，待其要干未干时，染出深浅浓淡。这

种方法画出的东西润泽、自然，适宜表现花卉等

等，用好的关键在于水分的把握。

背染  就是在画的背面染色。根据画面需要，

可平涂，亦可褪染。背染可以使画面厚重、丰富，

同时对画面的形体结构又不产生影响。

作为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绘画之林的古老的画

种，工笔绘画丰富、完整的技法体系是以上文字无

法概其全貌的。它仅仅是为初学者了解工笔画的

技法、观念提供一把钥匙。

图 2-4 写生蛱蝶图 宋·赵昌（传）

图 2-5 鸽 现代·喻继高 图 2-6 花鸟 现代·赵跃鹏

图 2-7 树石 明·陈洪绶



第三节

绘制步骤

一、南洋仙子

步骤1  首先要对制作的对象南洋兰花进行线

描写生，再把写生稿进行加工整理。南洋兰花，在

新加坡被誉为国花，中国也有栽培。南洋兰花最美

的部分还是花衣、花苞，看上去清新宜人，艳而不

俗。怎样把它表现出来，就要认真构思。绘制之前

对整幅作品要有一个总的构想，叶、花用写实手

法；枝干及背景用积水、积彩法（也可叫做撞彩）

来完成。背景以兰绿调子为主，把整幅画统一在一

个偏冷些的调子中，更能显出兰花的冷艳、娇嫩。

有了总的构想，就可用铅笔起稿（铅笔易修

改）画出枝干、叶、花头、花苞的形态，枝、叶的

穿插、聚散及左右上下的呼应都要考虑周到。待铅

笔稿满意之后，用铅笔或毛笔复勾，这叫定稿（也

称为粉本）。把熟纸蒙在粉本上，用勾线笔（小红

笔、衣纹笔、叶筋笔等）拷贝下来，成为白描稿。

注意勾花头时，要用淡墨色，勾枝干、叶子可用较

浓的墨色。（图2-8）

步骤2  在白描稿上进行分染。用墨分染时，

最好是用墨锭研出的墨（墨锭用油烟、淡烟、顶烟

为宜）。当然也可用“一得阁”或“中华”墨汁加

水，再用油烟墨锭研磨，这样研出的墨汁分染枝、

叶才能染出黑色的五个调子来。用白云笔淡淡地

分染叶的根部，大致分出浓淡；待淡墨渲染分出层

次感后，再用花青分染叶子；叶的反面用三绿、赭

石淡淡分染。花头、花苞的染法要按其结构进行分

染：a.先把花头、花用白色（不要太浓、要淡些）

轻轻地涂一层；b.待干后再用曙红、胭脂顺着其花

辨的结构分染，千万要淡，干后再一步步复染；c.

花的反面用三绿加白，淡淡地平涂。（图2-9）

图 2-8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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