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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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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兰
州
永
登
人

号
墨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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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山
人 

凤
林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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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山
草
堂 

积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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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道
堂
主
人

毕
业
于
西
安
美
术
学
院
中
国
画
专
业

1
9
9
9

年
加
入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河
南
中
国
画
研
究
院
院
长

八
大
山
人
艺
术
研
究
会
会
长

师
从
范
有
信 

高
冠
华
先
生

中
国
画
作
品
多
次
在
文
化
部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举
办
的
全
国
中
国
画
大
展
中
获
奖

并
入
编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等
出
版
的
大
型
画
集
三
十
余
部

多
件
作
品
在
《
美
术
》
《
美
术
观
察
》
《
荣
宝
斋
》
等
专
业
刊
物
发
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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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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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
等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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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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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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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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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当
代
青
年
花
鸟
画
家
中
，
王
学
俊
的
写
意
花
鸟
画
，
以
传
统
的
笔
墨
语
言
来
传
达
当
代
的
审
美
意
识
，
从
内
容
到
形
式
都
颇
具
新
意
，
并
正
在
形
成

个
性
别
具
的
艺
术
风
格
。

王
学
俊
花
鸟
画
最
鲜
明
的
特
征
是
简
练
、
夸
张
乃
至
变
形
的
造
型
，
其
渊
源
显
然
来
自
八
大
、
徐
渭
、
陈
洪
绶
等
写
意
变
形
的
传
统
。
然
这
些
禽
鸟
又

各
异
奇
趣
，
纷
呈
自
然
天
性
，
而
与
八
大
一
味
白
眼
向
天
、
嘲
笑
事
态
之
表
情
或
徐
渭
脱
略
形
似
、
愤
世
嫉
俗
之
意
态
截
然
不
同
，
增
强
了
客
体
的
真
实
性

和
主
题
的
怡
情
性
。
这
些
经
夸
张
而
强
化
的
禽
鸟
姿
态
，
既
是
客
观
对
象
天
然
而
具
的
本
性
，
又
是
画
家
着
意
感
受
到
的
主
观
意
向
，
两
者
融
合
起
来
，
塑

造
出
似
与
不
似
之
间
的
形
象
，
既
富
自
然
天
趣
，
又
具
抽
象
意
味
，
既
继
承
了
传
统
水
墨
写
意
花
鸟
画
『
不
求
形
似
求
神
韵
』
的
创
作
法
则
，
又
赋
予
了
现

代
人
观
察
自
然
生
物
而
强
调
个
性
感
受
的
审
美
情
趣
，
使
作
品
从
造
型
角
度
审
视
，
极
具
新
意
和
时
代
感
。

王
学
俊
的
花
鸟
画
最
突
出
的
成
就
是
通
过
笔
法
、
墨
法
、
水
法
的
综
合
操
作
和
变
化
丰
富
的
表
达
形
态
或
表
现
手
法
，
既
塑
造
出
气
韵
生
动
的
花
鸟
物
象
，

又
使
笔
墨
别
具
形
式
美
感
，
而
这
种
形
式
美
感
，
既
非
古
典
式
的
重
复
，
也
不
是
形
式
唯
上
的
舶
来
品
变
种
。
他
的
用
笔
挥
洒
恣
肆
，
或
工
或
写
、
或
细
或
粗
、

或
刚
或
柔
、
或
浓
或
淡
，
变
化
多
端
，
不
为
物
象
而
拘
，
不
为
成
法
所
囿
。
八
大
圆
润
如
篆
之
线
条
，
徐
渭
飞
动
似
草
之
笔
法
，
扬
州
八
怪
抑
扬
顿
挫
之
运
锋
，

石
涛
苍
茫
浑
厚
之
笔
韵
，
在
王
学
俊
画
中
均
有
所
反
映
，
然
而
是
融
合
，
甚
少
程
式
化
因
素
。

王
学
俊
花
鸟
画
的
深
邃
意
境
，
还
得
益
于
他
的
文
学
修
养
。
他
深
研
古
典
诗
词
，
以
诗
词
的
养
分
来
开
拓
绘
画
意
境
。
他
作
品
中
的
很
多
题
画
诗
，
就

是
画
意
的
很
好
注
解
。
他
在
花
鸟
画
领
域
的
继
续
开
拓
，
使
独
创
的
因
素
更
显
成
熟
，
个
性
更
见
鲜
明
，
笔
墨
更
趋
精
熟
，
定
会
闯
出
当
代
花
鸟
画
的
新
天
地
！

别
具
特
色
的
王
学
俊
花
鸟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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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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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作
手
记

①这是一幅命题创作，首先应“立意在先”。因为立意是最终表达和营造作品意境的源头。根据画面章法需要，
首先画主题鸭子，从鸭子的眼睛、嘴开始用笔，然后再画颈、腹、躯干。特别要注意用不同的墨色变化、不同的
笔法变化画出鸭子的形态与神态。

②根据画面布局的需要，应有疏密、左右、前后空间对比的变化。用富有变化的笔墨再画出造型各异、神态传神
的其他两只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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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用巧妙的构思表现出画面的厚重感与空间感，所以用不同笔法画出江岸的石头。表现石头的方法古人有“石分
三面”之说，但在这里应表现出画面需要的石头就可以了。用赭石、花青着色，使所画物象更富有变化。

④画出诗意中优美的景色。“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意境，既是真实的，又是富有想象和浪漫
的。在用浓淡变化的笔墨表现时，把画面中的竹子、流水、江岸景色巧妙取舍，使画面更趋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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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完成图。从整体上调整画面，可适当增加画面主题鸭子、远景竹子的墨色，做到既统一又有变化，使意境具有
深远之感。最后用适合画面的书体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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