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子，枝干挺拔、修长，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四季青翠，凌霜傲雨，倍受我国人民喜爱，有“梅兰竹

菊”四君子之一,“梅松竹”岁寒三友之一等美称。

竹子是多年生木质化植物，具地上茎（竹竿）和地下茎（竹鞭）。竹竿常为圆筒形，极少为四角形，由节

间和节连接而成，节间常中空，少数实心，节由箨环和竿环构成。每节上分枝。叶有两种，一为茎生叶，俗称箨

叶；另一为营养叶，披针形，大小随品种而异。

诗  竹
（三国）关  羽

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

莫嫌孤叶淡，终久未凋零。

竹里馆
（唐）王  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寄题江外草堂
（唐）杜  甫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

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咏  竹
（宋）黄庭坚

竹笋才生黄犊角，蕨芽初长小儿拳。

试寻野菜炊香饭，便是江南二月天。

墨竹图轴
（明）夏  昶

闻群初夏尽交欢，写赠琅环着意看。

但愿虚心同晚节，年年此日报平安。

题兰竹卷
（明）文  彭

西窗半日雨浪浪，雨过新梢出短墙。

尘上不飞人迹断，碧阴添得晚窗凉。

题竹诗
（唐）杜  甫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

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

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

题吕宗望钩勒墨竹
（明）詹  同

谁学黄荃写此君，不挥楚雨洒湘云。

一竿老铁相盘屈，尽是千年篆籀文。

竹  石
（清）郑板桥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竹  石
（清）郑板桥

淡烟古墨纵横，写出此君半面。

不须日报平安，高节清风曾见。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清）郑板桥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篱  竹
（清）郑板桥

一片绿阴如洗，护竹何劳荆杞？

仍将竹作芭篱，求人不如求已。

夏日南亭怀辛大
（唐）孟浩然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夜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消响。 

欲取鸣琴弹，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

竹
（清）郑板桥

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

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慈姥竹
（唐）李  白

野竹攒石生，含烟映江岛。

翠色落波深，虚声带寒早。 

龙吟曾未听，凤曲吹应好。

不学蒲柳凋，贞心尝自保。

题  画
（清）郑板桥

秋风昨夜渡潇湘，

触石穿林惯作狂。

唯有竹枝浑不怕，

挺然相斗一千场。

题  画
（清）郑板桥

我有胸中十万竿，

一时飞作淋漓墨。

为凤为龙上九天，

染遍云霞看新绿。

竹石轴
（清）李方膺

人逢俗病便难送，

歧伯良方竹最宜。

墨法未干才搁笔，

清风已净肺肠泥。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
董必武 

竹叶青青不肯黄，

枝条楚楚耐严霜。

昭苏万物春风里，

更有笋尖出土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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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竹竿画法  

画墨竹，一般是先画竹竿，画竿又须留节。出竿时的行笔大都由下而上，上下相承，节节提

按，一气呵成。竹竿的根部及梢头的竹节较短，中间稍长，而竿的粗细，从根部到中间基本一致，

至梢头渐细。用笔多须中锋、悬肘，圆正平直，挺拔劲利，不可迟疑。用墨浓淡适中，干湿得宜，

不可过浓或过淡；亦不可过湿或过干（如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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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竹节画法   

竹竿画好之后，应在未干之前勾节，以使干、节之间浑如一体。勾节一般用浓墨，勾节的笔

法或形态大致有三种：一为“八”字形，一般用于细竿或竹枝勾节；二为 “Z”字形，或称“S”

形，一般用于稍粗的竹竿；三为上下“括弧”形，括弧又分上下两种，一般用于中粗或较粗大的竹

竿，上下括弧可根据竹竿向前向后或上下倾斜的不同角度而应用（如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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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竹枝画法

勾完竹节之后即可出枝，竹枝一般都在竹竿的中上部竹节处发出，而且多是互生的。其枝杈

又有主枝与分枝之别，有的在同一竹节处发出两三枝的，主枝发出后又生出许多分枝与小枝。古人

对画竹枝起了不少名目，如生叶处谓之“丁香头”，分杈处谓之“雀爪”，直枝谓之“折钗”，从

外画入谓之“垛叠”，从里向外画出谓之“进跳”等，都是比较形象的说法，表现了竹枝的结构特

征。竹枝用墨不宜过浓，也不宜太淡，行笔须劲利挺拔，速度可稍快些，可上扬亦可下垂，还应注

意疏密相间，穿插有致，顾盼有情，繁而不乱（如图3、图4）。

图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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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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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竹叶画法

1.竹叶的画法、组合与分布十分重要，难度也最大，往往是一幅作品成败的关键。首先要

了解和掌握竹叶的生长结构特征与基本形态，竹叶是由叶柄与叶片两部分组成，有一柄三叶至五

叶的，也有六、七、八、九叶的，虽多少不等，长短、大小、宽窄不同，但都形成簇状。从不同

的角度观察其形态，有的像“人”字、“个”字、“介”字等，还有的像“鱼尾”、“惊鸦”、

“落雁”等。但基本是以“个”字、“介”字为基础的，然后根据画面构图的疏密安排，进行不

同的组合与垛叠，并要注意叶与叶之间的结构、长短、肥瘦、侧正、疏密、偃仰等多种形态的变

化和统一，用笔以中锋为主，用墨须有浓淡干湿之变化（如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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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画竹叶一定要有大小、长短、宽窄、肥瘦、老嫩、抑扬、侧正等多种变化，方才显得自然天成，生动传

神。一般表现正面、前面的老竹叶时，要画得大、长、宽、肥一些；表现侧面、半侧面的竹叶时，要画得细、瘦

一些；若表现嫩叶、新叶时，可以画得小、短一些。而且嫩叶、新叶多上扬，用墨宜湿；老叶、枯叶多下垂，用

墨宜枯（如图6）。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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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竹叶的组合十分重要。一般是以一小枝为一组，一组少则三五片叶多则七八片叶不等，但不论叶片多

少，总要有长短、大小、肥瘦、正侧、疏密、抑扬等变化。切不可“列指布掌”或杂乱无章。在同一画面中往往

需要若干小组竹叶的组合或叠加，才能更显真实感和层次感，所以还要学会掌握单组与多组竹叶的组合或叠加。

所谓单组组合或多组组合，即为两三小组或三五小组组合为大小不同的组块，以形成丰富多彩、疏密有致、自然

生动的画面。其要领是：必须参差错落、密而不板、疏而不散，有浓有淡，有湿有干，左右分披，枝叶相连（如

图7）。

4.随着春、夏、秋、冬，风、晴、雨、雪等季节与气候的变化，竹子枝叶的姿态也多不相同。如春天的新

竹叶多婷婷玉立，蓬勃向上；夏秋之季的老竹叶多厚重饱满，纷纷下垂；天气晴好、无风无雨时，竹叶则平稳有

序，四面劲发；而风起云卷时，竹叶则潇洒起舞，八方飘举；当暴雨飞雪来临时，竹叶则摇曳翻浪、逶迤生色，

别有一番情致。总之，表现动态之竹难度更为大些，关键是要静而不板、动而不乱。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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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竹笋及竹根画法

竹笋就是竹子的幼苗。由于竹子的种类不同，其竹笋的粗细、大小、颜色、姿态等也各各不

一。但其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笋中有密集的竹节、笋外有众多竹箨包围，随着竹笋的快速生

长，竹节渐外露，竹箨随之张开而逐步脱落。竹笋的画法一般是按照箨片的结构特征，侧锋用笔，

由上而下，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交互用笔，由浓到淡，由实到虚，或长或短，或粗或细，一气

呵成。然后再用稍浓的墨，由上而下，三三两两，点出箨片上的斑点即可。如画较细小的竹笋时，

也可用一笔、两笔或三笔直接完成。

竹根画法是在竹竿完成之后，在最底部一两节处用细笔浓墨，稍作勾点即可（如图8）。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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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竹子画法步骤解析   

1.一幅墨竹作品的创作大约需要两个程序，一是立意和选题，又称“构思”。即首先确定欲要表达的主题

思想内容及题目，如表现“高风亮节”或“壮志凌云”等。二是构图与绘画的过程。具体画法又须从立竿、勾

节、出枝、撇叶、收拾、补景或点苔、题款、钤印等几个步骤。其中立竿与出枝是很关键的一步，因为竿、枝的

分布与表现确定了画面的气势、疏密、主次、抑扬、开合、呼应、节奏等变化（如图9）。

图9 清风洒翠/姜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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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为关键的是竹叶的分布、组合、姿态以及疏密、偃仰、虚实、浓淡、干湿等多种变化和统一。画

叶的用笔应以中锋为主，兼用侧锋，干脆利落，挺拔劲健，结构紧密，错落有致，生动活泼，防止呆板和

散乱。用墨一般应从主到次，从前到后，从浓到淡，依次挥洒，以充分表现出竹叶的宾主关系，前后空间

以及虚实、隐现，笔情墨趣等意味。待竿、枝、叶完成后，还要进行一些局部的收拾和整理，有的还需补

景、点苔或添加石块、土坡之类，最后一步即为题款和用印（如图10）。

傲雪/姜舟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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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同气候条件下竹子画法举要

1.晴竹：在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晴空之下，竹子的枝干大都呈现出平直向上的姿态，唯有竹叶

(除新枝叶外)安稳有序、挺拔劲健、微微下垂：清静可人。作画时应注意要点：立竿稍平直，勿太倾

斜，出枝抑扬均可，布叶不论多少，大都由上而下，依次分披，多是左右下垂状态，切勿四面开花(呈

车轮状），但仍须参差错落，疏密有致，防止过于规整，呆板无力（如图11）。

    竹报平安/姜舟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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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竹：画风竹与画晴竹大有不同，首先是枝干的安排不论多少，均需作不同程度的倾斜状态，以表

现其风起竹摇之动势。另外，竹叶的分布与表现也需多取斜势，即根据画面需要可向左、向右，或左上、右

上，或左下、右下方倾斜，总之，要使竹叶处于不平稳的状态。其要点是：（1）一组叶要有一定的风向，

而在同一幅作品中，竹叶的风向要统一，不能四面飘举。（2）竹叶的组合不必太紧，但也不能太散。（3）

行笔可稍快些，但要笔笔入纸，防止飘滑浮躁（如图12）。

东风劲吹/姜舟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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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雨竹：画雨竹与画风竹时的要求基本一致，因下雨时常常有风吹拂，故而雨竹须带风势。另外还要注意

两点：（1）用笔要湿，或以湿笔为主，以表现出水淋淋的感觉。（2）枝叶应以倾斜与下垂的姿态为主，以表现

枝叶因受风雨的冲击而产生的沉重感。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即在宣纸上预先喷洒一些细微的清水或胶矾水，然后

趁未干时动笔作画，更易取得水墨淋淋的雨竹效果（如图13）。

风雨江南/姜舟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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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雪竹：雪竹作品别有一种情致和意境，倍受人们的喜爱。然而雪竹的画法较为麻烦一些，难度也较大。

其画法与特点是：(1）枝干与竹叶多取倾斜状态，枝叶由于积雪的压迫，多取下垂或向左右倾斜状。(2）由于入

冬后霜雪的侵袭以及积雪的覆盖，竹叶应画得稀疏一些，甚至还可表现少数的残叶或断叶等。(3）用墨应以浓

墨、枯笔为主，以增加和白雪与灰色背景的对比。(4）待竹子画好之后，必须用淡墨将画面的背景(空白处)全部

平涂一遍，并在靠竿、枝、叶的上端留出一定的空白，以显示出积雪的效果（如图14）。

雪竹还有一种画法，即按前一种要求画好枝叶后，先用胶矾水喷洒整个画面，稍干后，再用淡墨平涂枝叶

的背景(空白处)，竹之竿、枝、叶的上端仍须留出一定的空白，待干后背景上便显露出斑斑驳驳的白点，好似雪

花正在飞舞。如嫌不足，还可以在画面上再用毛笔敲洒一些稍浓的白粉斑点，以表现大雪纷飞的境界。

图14 凌寒/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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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代画竹作品赏析

郑板桥：《墨竹图》

郑燮(1693—1765)，清

代书画家、文学家。字克柔，

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元

年进士，官至山东潍县令，为

扬州八怪之一，擅画兰、竹，

书法亦独具一格，创“六分半

书”，又称“乱石铺街体”或

“板桥体”，其诗文亦不同凡

响，尤以画竹名世。

此幅《墨竹图》纵168.7

厘米，横90.5厘米，现藏北京

炎黄艺术馆，是郑板桥所作尺

幅较大的代表作之一。图中写

修竹数竿，高低参差，左斜右

倾，疏密有致，顾盼有情。用

笔瘦劲挺拔，简洁飞动。竹叶

以浓墨为主，左右分披，结构

严谨，挥洒自如，神完气足。

竹后背景以几根竖石相衬托，

石以淡墨勾勒，稍作点染，与

浓重的竹叶形成浓淡、虚实的

对比，既增加了层次感与空间

感，又与竹之枝干前后呼应，

浑然一体，充分地表现出一种

刚直不阿、高风亮节的思想品

格，发人深思，耐人品味（如

图15）。

墨竹图/清代·郑板桥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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