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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毕彰，汉族，祖籍安徽省歙县。1939年10月生于江西景德镇陶瓷世家。幼承庭训，酷爱绘画。

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科。深得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诸先生之教诲。工写兼长，

尤善没骨。

曾任杭州工艺美术学校副校长，1990年评为高级讲师，先后在中国美术学院、泉州华侨大学、景德镇陶瓷学

院讲学。1992年被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聘为花鸟专业兼职副教授。2007年被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聘

为客座教授。

近年来编绘出版中国花鸟画技法系列丛书二十余种。

一套不可多得的大家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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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花瓣中用藤黄从瓣基向瓣边渲染，花蕾则从瓣边向瓣基渲

染。干后再在正、反瓣基微染汁绿。正叶用花青从叶柄向叶梢渲

染。花苞萼片、反叶及枝干都渲染汁绿。

3.花瓣在染足藤黄后，用白粉勾瓣脉，干后在雌蕊、瓣基勾填

胭脂，雄蕊柱则堆点浓粉。并在正叶上罩汁绿，干后勾偏蓝汁绿；

反叶罩石绿，勾汁绿；花萼罩石绿，勾汁绿；枝干罩石绿。

秋葵的工笔画法步骤
1.用淡墨勾勒秋葵的花瓣、花苞及五星雌蕊，用浓墨勾勒叶片

的轮廓，枝干用中墨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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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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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工笔画法步骤
1.花冠与花蕾均用淡墨细线勾勒，苞片与花茎用中墨，叶片用

浓墨勾勒，完成一幅白描稿。

2.花冠中的外层垂三瓣，中心的竖三瓣，以及其余的小瓣与花

蕾的外层均用深浅钴蓝水彩色渲染；苞片、叶片及花茎均染汁绿；

残破的叶尖处宜先染赭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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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钴蓝细线勾勒花瓣的正面瓣脉，用淡紫细线勾勒花瓣的反

面瓣脉，用浓朱磦勾画垂三瓣中心的碎丝，在花苞与叶片上用汁绿

勾勒出平行的叶脉。

3.在钴蓝中适量调入牡丹红成淡紫色，渲染花瓣的反面，并趁

湿在叶片中撞入石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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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花的工笔画法步骤
1.淡墨勾勒花冠、花蕾，中墨勾勒枝茎，浓墨勾勒叶片，画成

一幅白描稿。

4.用朱磦调少量曙红勾正瓣脉，用朱磦微调藤黄勾反瓣脉，用

浓粉勾点雌蕊，浓黄粉勾花丝，胭脂加墨点雄蕊。花蕾的尖头染汁

绿，用朱磦勾花蕾的筒脉，在花柄及花茎上趁湿撞入三绿水，正叶

勾花青主脉，反叶勾汁绿主脉。

3.用朱磦分染正瓣，并留出瓣中央的宽水路，用藤黄微调朱磦

分染反瓣，同样也在瓣中央留出宽水路。花蕾则用朱磦分染出筒状

的体感来，反叶则渲染汁绿，并趁湿撞入石绿水。

2.用藤黄调朱磦渲染萱花的正瓣（瓣内），方法是向筒内、瓣尖

减淡，反瓣（瓣外）则染淡藤黄；花柄与花茎的部分接染汁绿；正

叶用花青调入少许藤黄，近叶尖、近叶边渐淡，叶片的中央部分比

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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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感来，反叶则渲染汁绿，并趁湿撞入石绿水。

2.用藤黄调朱磦渲染萱花的正瓣（瓣内），方法是向筒内、瓣尖

减淡，反瓣（瓣外）则染淡藤黄；花柄与花茎的部分接染汁绿；正

叶用花青调入少许藤黄，近叶尖、近叶边渐淡，叶片的中央部分比

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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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

牡

丹
红

从
瓣

基

向
各

瓣
边

缘

分
深

浅
渲

染

一
遍

，
以

确

定
花

冠
中

各

瓣
的

最
浅

程

度
。

叶
片

的

正
面

用
花

青

渲
染

，
近

叶

柄
色

深
，

近

叶
梢

色
淡

。

有
焦

黄
残

破

处
，

则
用

赭

黄
或

赭
墨

先

勾
染

一
圈

。

3
.用

胭

脂
调

曙
红

从

一
角

分
别

向

两
边

调
整

，

积
染

出
各

瓣

的
不

同
深

色

部
位

；
用

汁

绿
从

叶
尖

向

叶
柄

罩
染

正

叶
、

反
叶

；

叶
柄

、
嫩

叶

及
萼

片
均

用

汁
绿

渲
染

一

遍
。

月
季
的
工

笔
画
法
步

骤
1

.依
稿

用
淡

墨
勾

瓣
，

浓
墨

勾

叶
，

中
墨

勾

干
，

画
一

幅

白
描

，
并

用

薄
粉

将
各

瓣

平
涂

一
遍

待

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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