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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瑞章，1941 年生，河北唐山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美

术研究会会员、唐山学院教授、大唐画院画师。现任唐山市老年大学工笔花

鸟画课教师。

自学中国画四十多年，初学写意人物，后专攻工笔花鸟，并在构图设色

上作了新的探索和创新。其中《溪水长流》、《矿工生活》等多幅作品先后

发表在《人民日报》、《连环画报》、《河北日报》等报刊上。作品《蓓蕾

初开》、《雾香图》获煤炭艺术节三等奖；作品《荷花图》入选“全国风俗

画大展”；作品《牡丹图》入选“全国牡丹花大展”。并有多幅作品被选送

到日本、瑞典、波兰、美国展出。人名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家大辞典》和《中

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花前有得——后记
                   郑瑞章

每次我驻足花前时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是激动？是兴奋？是欲望？对，是非把它画下来的欲

望，这就是写生。

写生，是每个画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写生既是搜集素材的一种手段又是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所以不论是一个画家（每位艺术家）或初习画者都离不开写生课。所以我把写生叫作“练艺”。

当一个画家置身大自然中，面对山水风光、花草树木，画家（或写生者）被外象所吸引而忘乎所以，

这时的画者已达到物我合一的境地，我是画，画是我，心神和物景相融相通，与物对话与画对话，把画

者的心灵感受全在画中表达出来。所以我把写生又叫“练心”。

每一个画家出外写生都要付出巨大的体力。爬山涉水远足寻景都需要体力，所以对一个画者来说没

有一个好的体魄，又怎能行万里路呢？我以为，写生恰恰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方法，在写生过程中不知不

觉锻炼了身体，这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故我把写生又叫作“练身”。

练艺、练心、练身，是我几十年写生中总结的三大好处。实际上写生过程中的苦乐滋味只有画者自

知很难说的清楚。

前面这 106 幅写生画稿是从多年积累的图稿中重新整理而成的，除按属种按季节或按系列外还统一

了尺寸 , 有的是原稿重画、有的是直接写生、有的是大稿缩画、有的是在原稿基础上再创作。总之这些

画稿既可作为工笔花鸟画创作的基本素材又可作为白描花卉作品单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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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就非常喜欢画画儿，这真应了“画画儿是兴趣、是天性”这句话了。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及理性和技巧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发现画画儿不仅是兴

趣和天赋，而且是一件非常严肃和辛劳的事情。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有句名言，“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在自己学画的道路上，

我的老师和课本就是兴趣加写生，我把写生看得很重，且几十年从未间断，可以说我的

每点收获都是和写生分不开的。

自知本身并不算聪明，但我还算个勤快人，以多胜少，以勤补拙，在大量的写生中

求进取。四十多年下来，竟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是我非常高兴的。

在多年的工笔花鸟画创作中，我逐步摸索并完善了“在写生中创作画稿”的方法。

把创作和写生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创作稿即写生稿，写生稿即创作稿。

创作与生活是分不开的。这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认为还非常有必要再论

并引起同行画友的重视。生活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生活，另一类是间接生活。两种生

活都不能缺，尤其是直接生活——写生，更为重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在

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下，人心比较浮躁，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等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

了画界，怕吃苦嫌麻烦，很少或根本不深入生活，单靠间接生活（如照片、录像等资料）

进行创作的越来越多。殊不知，这些间接生活的素材远没有直接生活（写生）有感染力。

如果一个画家拿出自己都不激动的东西去叫观者激动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写生时

的“情”与“感”，画照片是得不到的。

我体会学画要走正道强毅力，持谦虚讲认真。学艺就要按艺术规律走，不要企图抄

近道走捷径；要以劳取获，凭自己的智慧和最大的努力来换取收获。古人讲“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谁走的路多谁的收获就大，坚持常年写生创作须有

毅力和恒心。

我在《白描花卉写生技法探求》中详细论述了白描花卉写生的特点及自己写生的具

体方法，并附有部分写生创作图稿，供同行画友们品味和玩赏。

写在前面
郑瑞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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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写生的再认识

说到写生并不陌生，它是学习绘画的重要途径，是锻炼绘画

表现技法的基本手段之一，也是通过对照实物进行直接描摹写生

来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方法。所以说，“写生”无论是对一个专

业画家，还是对一个初习绘画者，都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课。

翻开中国绘画史，从中可以看出“历代成功的画家其实都是从写

生中锻炼出本领来的”。

（一）中国花鸟画的发展贯穿着一个核心——写生

追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不难看出，从最早的象形文字的产

生到彩陶、青铜器上的纹饰图案，从唐初的花鸟配景到五代成为

独立画科，从两宋的鼎盛到明清的沿袭，等等，都贯穿着一个现

实主义传统——写生。例如五代的黄筌为当时画院中的高手，他

的画“笔意毫赡脱去格律最善写生”（宣和画谱）。还有同时代

的徐熙，善画蝉、蝶等，他的画极得力于写生。再如北宋真宗年

间著名画家赵昌，相传每天清晨趁朝露未干即于花圃中一边观察，

一边调色作画，他自称“写生赵昌”。再如清初的著名大师石涛

的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虽指的山水画，但对花鸟画来讲何

尝不是此理呢！

上述这些史料记载的似乎离我们太远了，那么再看一看当代

大师对写生的推崇和论述。例如中国近现代著名工笔花鸟画大师

于非 先生在《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一书中说：“民族绘画的

花鸟画的传统是写生的，是现实主义的。”“花鸟画这一写生的

优良传统不仅要继承而且还须要发扬光大。”现代山水画大师钱

松 先生在《砚边点滴》一书中指出：“学画花卉应先从勾勒写

生入手，先了解它的生理结构和特征。”当代著名山水画家张步

先生谈创作时曾反复强调写生的重要性。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教

育家吴作人先生在《谈速写》一文中说：“速写虽然不是宏著巨

构，但一幅好的速写也是一件可珍爱的成品。”著名油画家艾中

信先生在《聪明的小本子》一文中说：“美的感染能力——慧眼

是在长期的造型实践中训练出来的，为了培养和保持画家耳聪目

明，为了加深艺术素养技术精进，速写是一门重要的日常功课。”

吴作人和艾中信两位老先生虽然说的是速写，实际就是即景写生。

综上所述，一个画家只有踏踏实实地置身于生活（自然）之中，

在生活中融入自我才能在平凡的生活（自然）中发现和创作出好

白描花卉写生技法探求

的画来。

（二）工笔花鸟画写生的目的

工笔花鸟画写生目的有三，即写理、写趣、写情。所谓写“理”

就是物候合理、生态合理、性状合理。如荷花，属夏季开花植物（物

候）；生长在水中（生态）；叶大而圆，花有粉、白等色（性状）。

这些都是自然的、客观的、表面的。所谓写“趣”就是趣味。如

雨后荷塘写生发现花头被雨水打弯，瓣上散落着无数的水珠，晶

莹闪烁，碧绿的叶子上集中好多像水银样的水珠，风吹珠滚，不

时发出哗哗的流动声，小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雨后的荷塘趣

味无穷。所谓写“情”，就是触景生情。通过写理写趣的表（抢眼）

到写情的里（夺神），把画者雨后写荷的感受和体验融到笔尖上

写在纸上，正所谓把情融入笔迹之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二、白描花卉的特点

花卉写生方法有多种，所使用的工具材料也各不相同，下面

主要介绍钢笔白描写生花卉的方法。

（一）白描画的特点及应用

所谓的白描就是用墨线勾描物象，不施色彩者，谓之白描。

它的特点是用线把物象的面积、体积、空间及软硬、轻重等质感

都表达出来。要求线的变化应随物象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严格地

讲，白描应列入写生的范畴。正因为白描有以上这些特点，所以

白描画可以作为创作的“粉本”（所谓粉本即是稿本、底稿）。

同时一幅好的白描画既可当作粉本又可作为单幅画欣赏。

（二）钢笔白描画的特点

所谓的钢笔白描画，就是用钢笔线条描画出物体的具体形状，

不画明暗关系，只用单线条来完成。它的特点是生动、直接、新鲜。

钢笔白描画不同于铅笔画，铅笔画可以不断修改到完善，钢笔白

描要求一开始就要画出最终的效果，也可以说钢笔画的每一笔落

在纸上既是开始又是结束，落在纸上的线条是不易修改的。同时

钢笔白描又不同于毛笔白描，尤其是在室外写生，由于受到环境、

工具等因素的影响，毛笔直接白描写生难度更大。如果单从钢笔

和毛笔工具而言，钢笔白描写生更自如、方便和实用一些。但从

技巧上讲钢笔白描写生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它要求画家有较强的

造型能力，用笔准确，尤其在写生中创作更是如此，这样画出来

的白描画才能做到生动、直接、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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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图②

三、白描花卉的写生创作

（一）传统花卉写生创作方法——两步法

所谓的“两步法”就是在室外写生花卉的局部、细部，如花头、

花蕾、花枝、树干等，注重自然长势结构及反正偃仰的透视变化，

尽量多画些不同样式的枝、干、花、叶等，把所需的创作素材（图

①）画好后，回到室内按自己的创作意图，根据写生稿进行组织

创作——白描稿。（图②）

（二）默写创作法

默写创作也是中国传统创作方法之一。通过对花卉进行深入

细致的观察分析，掌握对象的生长规律后凭记忆把它画出来。默

写能力的高低对创作有很大作用。如飞鸟掠目而过、蜂蝶翩翩飞

舞、风荷雨露等要靠强记、默写才能画下来。所以默写是一个画

家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图③）

（三）间接写生创作法

所谓的间接生活是指游记、诗词、影视录像片、花卉照片等。

因为一个人的阅历有限，不可能把自然界奇花异草都看到并亲莅

图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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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所以用间接生活素材来补充也是一种比较方便省时的创作

方法。这种创作方法容易平淡浮滑，在创作中应多注重情感的投

入，使画面更具内涵。我认为如能亲自写生的就不要用间接素材

（可作为补充），直接感受是第一位的，间接感受是第二位的，

千万不能轻重倒置。

（四）钢笔直接写生创作方法—— 一步法

所谓的“一步法”就是把写生和创作结合在一起。要创作去

写生，在写生中创作是“一步法”的核心。

1．画前准备

包括写生使用的钢笔、稿纸、画板等。关于写生用钢笔可根

据本人的习惯选择，最好多备几支笔尖不同粗细的钢笔。要用黑

色钢笔水，不要用碳素墨水（遇水墨线会洇且颜色灰淡很不好用）。

我多年使用的是墨汁（书画专用墨汁）加水，比例为 1 ∶ 1，这

种兑好的墨汁钢笔水不怕水泡，耐擦、耐磨，经久不变。另外钢

笔使用一个阶段要彻底清洗一次，以免堵塞或下水不流利。最好

选用厚些较平滑的图画纸，太薄的纸或表面太粗糙的纸都不好用。

2．确定画幅尺寸

这里所说的画幅尺寸是指写生稿的尺寸，也就是正式创作稿

的尺寸，正式稿画多大写生稿纸也多大。例如，想创作一幅四尺

竖幅荷花图，须事先准备一张四尺规格的图画纸以备写生用，将

来完成的写生稿就是创作用白描底稿，回到室内可直接拓稿用。

3．具体画法

在写生中创作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即兴写生创作。美是到处都有的，关键在于发现，

这种发现需要画家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和独特的情感。即兴写生创

作是在自然中偶然发现好的构图、新奇的形象结构、平常中的不

平常等。这种即兴写生创作既自然生动又容易完成，再聪明的人

单靠凭空想象是画不出来的。

第二种，按图写生创作。这里说的“图”是构图。出去写生

前先把构图画好，用铅笔轻轻勾画出花头、枝叶及远近、层次等（在

稿纸上直接构图）。还可以画一幅小构图（按稿纸比例缩小数倍），

以便写生时参考。写生创作时按图索骥，根据构图的需要在自然

中写生创作，逐一寻找画满全图。在实际写生中难免构图设计与

实际有差距，这可以随机应变达到构图满意为止。总之画稿中的

每个具体部分都是客观真实的写生，而全部构图是自己创作的。

以上两种方法，画小尺寸的写生创作稿可多使用“即兴写生

创作”；画大尺寸的写生创作稿，尽量做到“按图写生创作”。

画大幅写生创作稿时不可能携带很大的画板，可采取卷着画的方

法，从上至下或从左至右，一部分一部分地画，但要做到心中有数，

尽量避免画错。

最后再谈一下“要创作去写生，在写生中创作”的优势。第一，

画稿自然生动。因为画家以最近的距离与大自然的微观世界对画，

能够透过平凡的自然现象发现不寻常的内涵，发现耐人寻味的情

趣，创作出自然生动的作品来。第二，情景交融。写生是自然与

画家“相合一”的产物，写生时画家完全入境了，完全忘掉了自我，

画、人、景融为一体，这时画的线与形是有情感的。回到室内整

理或重画的稿是不如原作生动的。第三，省去了创作白描稿的时

（参考照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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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因为写生创作白描稿同时完成，回到室内可直接拓稿勾线染

色。

四、再谈写生

中国画传统的学习方法可分为三个阶段，就是“临摹、写生、

创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写生。临摹可以学习技法，但如果不

会写生很难谈及创作。要想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就必须积累大量

的写生素材，通过不断地写生可以不断地提高构图能力，要使你

的创作永葆活力和清新，必须走出画室去写生，写生是唯一必由

之路。

当前在中国画创作中，大家都在呼唤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

识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写生。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说：“你如果

老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你最高也就是个亚军。”如果你不想踩着

别人的脚印走，那么你必须走向大自然的怀抱去写生，才能走出

一条不同于他人的创作之路。

中国民族绘画有一种提法：“人物画写神，山水画写意，花

鸟画写生。”花鸟画的写生要求既要写出花鸟的形态面貌，又要

写出花鸟的生机动态，前者为直接描绘，后者为创作方法，把创

作与写生融在一起，也就是写生的本质。

（即兴写生创

作）

有一次去东海子

河写生，当坐下正准

备画荇草时，忽然发

现身边有一片大豆，

其中有一株姿态非常

生动优美，即兴画成

此图。这幅构图基本

与真实的长势一样。

图中的蝈蝈儿是根据

童年的回忆填上的。

《立秋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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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写生创作）

写生前须先画一张按比例缩小的构

图稿，写生创作时根据此小构图稿在荷

塘中逐一寻找具体花头、枝叶的形象，

画时由近往远画，由下往上画，逐步画

满全图。

《荷花图》（1750毫米×900毫米）

（构图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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