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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历代人才辈出，画绩卓越。经过时代的衍变和社会的发展，其

艺术光芒也愈来愈显示出吸引大众的特殊魅力。我们对中国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通过对笔墨自身表现形式的反复

练习而达到目的的。正是由于讲究笔墨和对程式化的重视才使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

中国画可分为工笔与写意两大门类。“画花花带笑，画鸟鸟如生”“听鸟说甚，问花笑谁”是工笔画缘物寄情，

托物寓兴的表现方法。写意画则是以简洁的笔墨、概括的程式来抒发画者自身情感的。写意画的造型往往是通过改变

客观事物原有的形态方式，在“理”所当然的基础上赋予其形象，即意象造型，在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表现艺术家的真

实情感。因为“写意”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它不注重物象的

明暗体积，不追寻物象的写实关系，而是运用“笔墨、程式”这一古老又纯朴的“意象”符号，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情

感内涵，形成中国画与西洋画从形式到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

体现出不同的思维观念。学习写意画是培养我们“意象”思维很好的方法。

学习最根本的要求是学对、学好，所以我们应从传统国画中继承和学习前人的宝贵经验。中国画的初级学习阶段

是一个对笔墨程式记忆及积累的过程。一朵花、一片叶、一棵树、一块石，从这些最简单的程式中去学习中国画的技

法。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的技法自然而然地会丰富起来，用笔用墨的功夫也会逐渐深厚起来，画的对象也会越来越

生动，会画的题材也越来越多，情感的流露也会更加自然，所以练好基本功相当重要。

在本套书里，我们将中国画的基础技法辅以直观的课图资料，以练好基本功为出发点，对作画的方法和步骤一一

予以阐明，以期能使大家在入门的基础上进一步登堂入室，一窥写意画的秘诀。

国画工具及材料
一、笔

国画用笔分为硬毫、软毫、兼毫三类。狼毫、獾毫、貂毫、鼠毫等为硬毫。特点是弹性强、劲健、蓄水少、流水

快，常用它勾枝干、花脉、叶筋等，所绘线条挺直、流畅，还宜表现枯笔。常用的有“小红毛”“衣纹笔”“叶筋

笔”“兰竹”等。羊毫、鸡毫、兔毫等为软毫。特点是柔软，吸水性强，流水较慢，常用它点叶，染色等，墨色滋

润、圆浑，浓淡变化丰富。常用的有“纯羊毫京楂”“长锋纯羊毫”。羊狼毫、鸡狼毫、紫羊毫相配制成的毫为兼

毫。特点是既能蓄水又有弹性，表现力强。常用的有小号的“白雪笔”“七紫三羊”等。

初学时笔不必太讲究，有大中小号几支就足够了。每次作画后笔一定要清洗干净，以防宿墨和余色滞留笔根，破

坏笔的性能。新毛笔用前可用温水浸泡。

二、墨
墨有“油烟”“松烟”两种，一般作画用油烟墨为上，因为它具有光泽鲜亮的特点。松烟墨色调偏蓝，一般用于

工笔画渲染。以上两种均为传统的手磨墨。现今市场上有现成的书画墨汁，“中华墨汁”“一得阁墨汁”等较好。

三、纸
宣纸是国画特殊用纸，古代作画多数用绢，在元代后逐渐用宣纸。宣纸大约自唐代就开始生产，因安徽宣城制作

的宣纸最有名，所以后人把国画用纸统称为宣纸。宣纸分生宣和熟宣。生宣：生宣吸水性能强，容易渗化，笔墨表现

力强，用墨浓淡、枯湿、参差富有变化，常用于写意水墨画。生宣有净皮、棉连等，以安徽宣纸最好。熟宣：宣纸用

矾水加工后称为矾纸或熟宣纸。特点是不吸水、不渗化，便于逐层上

色，常用于工笔画。熟宣有“蝉翼宣”“矾棉连”等。

四、砚
砚石的种类众多，有石砚、瓷砚、陶砚、砖砚、玉砚等，其形状有

长方形、圆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广东的端砚和安徽的歙砚较为名

贵。一般作画选择质地细润、能发墨的石砚和砖砚。

五、颜料
通常用锡管装的国画颜料。

六、其他工具
笔洗、画毡、调色盘、镇纸。 国画工具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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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历代人才辈出，画绩卓越。经过时代的衍变和社会的发展，其

艺术光芒也愈来愈显示出吸引大众的特殊魅力。我们对中国画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通过对笔墨自身表现形式的反复

练习而达到目的的。正是由于讲究笔墨和对程式化的重视才使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独树一帜。

中国画可分为工笔与写意两大门类。“画花花带笑，画鸟鸟如生”“听鸟说甚，问花笑谁”是工笔画缘物寄情，

托物寓兴的表现方法。写意画则是以简洁的笔墨、概括的程式来抒发画者自身情感的。写意画的造型往往是通过改变

客观事物原有的形态方式，在“理”所当然的基础上赋予其形象，即意象造型，在更高的审美层次上表现艺术家的真

实情感。因为“写意”的中国画在选择其“达意”的表现形式时，是以重“神”轻“形”为原则的，它不注重物象的

明暗体积，不追寻物象的写实关系，而是运用“笔墨、程式”这一古老又纯朴的“意象”符号，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情

感内涵，形成中国画与西洋画从形式到本质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造就着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艺术表现，又

体现出不同的思维观念。学习写意画是培养我们“意象”思维很好的方法。

学习最根本的要求是学对、学好，所以我们应从传统国画中继承和学习前人的宝贵经验。中国画的初级学习阶段

是一个对笔墨程式记忆及积累的过程。一朵花、一片叶、一棵树、一块石，从这些最简单的程式中去学习中国画的技

法。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的技法自然而然地会丰富起来，用笔用墨的功夫也会逐渐深厚起来，画的对象也会越来越

生动，会画的题材也越来越多，情感的流露也会更加自然，所以练好基本功相当重要。

在本套书里，我们将中国画的基础技法辅以直观的课图资料，以练好基本功为出发点，对作画的方法和步骤一一

予以阐明，以期能使大家在入门的基础上进一步登堂入室，一窥写意画的秘诀。

国画工具及材料
一、笔

国画用笔分为硬毫、软毫、兼毫三类。狼毫、獾毫、貂毫、鼠毫等为硬毫。特点是弹性强、劲健、蓄水少、流水

快，常用它勾枝干、花脉、叶筋等，所绘线条挺直、流畅，还宜表现枯笔。常用的有“小红毛”“衣纹笔”“叶筋

笔”“兰竹”等。羊毫、鸡毫、兔毫等为软毫。特点是柔软，吸水性强，流水较慢，常用它点叶，染色等，墨色滋

润、圆浑，浓淡变化丰富。常用的有“纯羊毫京楂”“长锋纯羊毫”。羊狼毫、鸡狼毫、紫羊毫相配制成的毫为兼

毫。特点是既能蓄水又有弹性，表现力强。常用的有小号的“白雪笔”“七紫三羊”等。

初学时笔不必太讲究，有大中小号几支就足够了。每次作画后笔一定要清洗干净，以防宿墨和余色滞留笔根，破

坏笔的性能。新毛笔用前可用温水浸泡。

二、墨
墨有“油烟”“松烟”两种，一般作画用油烟墨为上，因为它具有光泽鲜亮的特点。松烟墨色调偏蓝，一般用于

工笔画渲染。以上两种均为传统的手磨墨。现今市场上有现成的书画墨汁，“中华墨汁”“一得阁墨汁”等较好。

三、纸
宣纸是国画特殊用纸，古代作画多数用绢，在元代后逐渐用宣纸。宣纸大约自唐代就开始生产，因安徽宣城制作

的宣纸最有名，所以后人把国画用纸统称为宣纸。宣纸分生宣和熟宣。生宣：生宣吸水性能强，容易渗化，笔墨表现

力强，用墨浓淡、枯湿、参差富有变化，常用于写意水墨画。生宣有净皮、棉连等，以安徽宣纸最好。熟宣：宣纸用

矾水加工后称为矾纸或熟宣纸。特点是不吸水、不渗化，便于逐层上

色，常用于工笔画。熟宣有“蝉翼宣”“矾棉连”等。

四、砚
砚石的种类众多，有石砚、瓷砚、陶砚、砖砚、玉砚等，其形状有

长方形、圆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广东的端砚和安徽的歙砚较为名

贵。一般作画选择质地细润、能发墨的石砚和砖砚。

五、颜料
通常用锡管装的国画颜料。

六、其他工具
笔洗、画毡、调色盘、镇纸。 国画工具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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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款及钤印
随着宋元文人画的发展，古代画家在画面上题诗的风气日盛，使诗、书、画、印成为中国画最完美的结合。

题款形式可分为：穷款、长款、多款。

1.穷款：一般指内容简洁、字数少的题款，如姓名、年月等。

2.长款：一般指字数、内容较多的题款，如题诗、题文、杂感、记事、画论等。

3.多款：画面中有两处以上位置题款的谓多款。

印泥：盖印章时用的。

钤印：印章除署名作用外还具有重要的点缀、装饰画面的作用。钤

印的位置直接影响到画面的完整性，切记不要乱盖。

姓名章：以姓名为内容的印章。一般盖在姓名后面或边上。

闲章：除姓名以外的印章，可以是斋名、诗句、画论等。

用笔
执笔：就是“指实掌虚”。“指实”是指要把笔握紧，“掌虚”是说要给指与笔留出足够的活动余地。方法如

下：大拇指向外推，中指与食指向内勾，无名指和小指往外稳稳地顶住笔管。画小笔触时握得低一点，画大笔触时则

要握得高一点。

运笔：运笔是指如何运用笔锋表现出各种效果。笔锋的运用分为：中锋（正锋）、侧锋、

藏锋、露锋、顺锋、逆锋、立与卧、折与转等。

中锋（正锋）：运笔时笔锋在笔画中间运行，笔画圆实厚重。如表现花、草的枝条，

叶脉等。

侧锋：运笔时笔杆稍微侧卧，笔锋自然偏在一边。线条薄、削、轻快，宜于表现花卉的叶

片及花瓣等。

藏锋：起笔时笔锋藏在里边，使笔画出的线条内敛、圆厚。收笔时把笔锋反缩到笔画

当中去。

露锋：露锋是指起笔或收笔时笔锋外露，如画竹叶。

顺锋：顺锋是相对于逆锋而言的，顺着笔锋画叫顺锋，线条较光滑。

逆锋：笔锋与纸面成一个斜角，逆向推着笔锋运行。特点是笔锋容易散开，笔墨效果较为多变，线条凝滞苍劲，

宜画枯枝等。

立与卧：在实际作画时，笔杆不全是直立的，有立有卧，有利于表现绘画对象。如画柳条、荷梗等用卧锋更为方

便，卧锋也叫拖笔。

折与转：行笔改变方向，如果用方折的方法就叫折，如果采用圆转的方式就叫转。方为折，圆为转。这种方法在

画藤蔓时会经常用到。

国画的运笔方式除了有丰富性以外，还具有无数变化。同学们在作画时要注意轻与重、提与按、快与慢等的变

化，丰富笔墨的表现力。

执笔

印章 印泥

用墨
墨也是颜色的一种，称为黑

色。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变化，可以

画出浓、淡、干、湿、焦等多种层

次的墨色。

浓墨是磨好的没有加水调和的

墨；淡墨是在浓墨中加水调和以后

变淡的墨；干墨是用含水较少的笔

画出的不渗化的墨；湿墨是用含水

较多的笔画出的渗化的墨；焦墨是

比浓墨还要浓，含水比浓墨还要少

的墨。

国画常用颜料
及用色知识

国画颜料分为植物和矿物质两大类。植物颜料有水溶性、可

渗透性强、较透明、覆盖力弱等特点，如石青、藤黄、曙红（牡

丹红）、胭脂等；矿物质颜料一般不透明，覆盖性较强，如朱

磦、朱砂、石青、石绿、赭石等。

国画颜料从色彩上可分为红、黄、蓝、绿等几大种。其中，

红色较多，从浅到深有：朱磦、大红、曙红、朱砂、胭脂。黄色

主要是藤黄、石黄等。绿色、蓝色主要有石绿、石青。石青从浅

到深可分为四青、三青、二青、头青，石绿分为四绿、三绿、二

绿、头绿。

有了红、黄、蓝三种色彩的颜料就可以调出无数种颜色，常

用的有：深紫色、汁绿、赭黄、大红、深红、赭红。

破墨法  淡破浓在

山水画中的运用。

破墨法  浓破淡在

山水画中的运用。

中锋行笔 中侧锋并用 逆侧行笔 用腕行笔 散锋的运用

⑴ ⑵

⑶ ⑷

淡墨

一笔中的浓淡干枯的变化

浓墨

焦墨

中墨

润墨

破墨法  在前面用墨未干

时继续用其他墨色在上面

运笔的效果，目的在于使

墨色浓淡相互渗透掩映，

达到滋润鲜活的效果。

破墨法  淡破浓在花鸟画中的运用。积墨法  用墨由淡而浓、逐渐

渍染的方法，积墨须在杂乱中

求清楚，在清楚中求杂乱。

泼墨法  用墨为笔酣墨饱、水墨淋

漓的方法，泼墨需运笔有气势，笔

笔爽利。

⑸ ⑹

⑴胭脂+花青=深紫色

⑶藤黄+赭石=赭黄

⑸胭脂+曙红=深红

⑵藤黄+花青=汁绿

⑷曙红+朱磦=大红

⑹赭石+胭脂=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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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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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为对角线的构图形式，

也可以说是“S”形的构图形

式。画的时候，也可以把枝干

画成由左下往右上斜出，然

后再根据对角关系，或者是

“S”形的形式来完善画面。

多加尝试就会积累经验。

松鼠

1.赭石调墨，中锋铺毫，

画出额头。

2.画出左右两侧耳朵，松鼠很

机灵，所以在画耳朵的时候，

形状要尖一些，显得灵巧。

3.画上鼻子和眼睛，注意

左右眼睛的不同表现。

5.画出前肢，注意用笔

的轻重、大小。

4.画出脸颊，颜色略淡。

6.画出背部，注意

要有弧线变化。

7.把背部画完整之后补上后

肢，注意背部的大外形是一

个椭圆形，接着加上脚趾。

8.画上尾巴，加上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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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八卦式的构图形式，此

类构图也是常用的，关键就是保

持画面气息的通畅和循环。

老鼠

1. 用浓墨画出眼

睛和嘴巴。 2. 画出前额、鼻子、脸

颊以及耳朵。

3. 画出前肢。

4. 画出后肢。

5. 画出背部、脚趾、

尾巴、眼睛和胡须。

1. 侧面的头部画法。

2. 侧面老鼠的姿态表现，步骤

和上面一只老鼠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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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角线的构图形式。画时要注意另一

个对角空白的大小变化，如图中蓝色

线圈出的就是留白的效果。空白不可

大小相等，上下、左右的空白均要

有变化。可以理解后去尝试一下。

兔子

1. 赭石调墨画出鼻子。 2. 画出嘴巴和下颌。 3. 浓墨画出眼睛。

4. 画出眼睛周边的斑

纹，要注意左上方的

眼睛凸出的效果。

5.  画出耳朵，耳朵内

侧可以用赭石调朱砂来

画，颜色不可太浓。补

上胡须。用虚笔积点成

线画出头部的轮廓。

6. 画出兔子的体态。

背部、后肢的这几笔

要画得重一些。

7. 最后用赭石调浓墨画出背上的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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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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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平行线的构图形式。用赭石

色的草来破两条平行线的关系，

起丰富画面的效果。

猫

1. 赭石调墨，两笔由轻到

重画猫的额头，后端要形

成一个额头的弧线。
2. 补上左右两侧的耳朵。

3. 用浓墨来画眼睛和鼻子，

注意三者之间的关系。赭石

染眼睛。

4. 淡赭石调墨来画嘴巴的轮廓，

同时用短线排列成线条画出脸颊

的轮廓。

5. 画出缩着的脖子，然后

画上胡须，用笔要细，要

刚劲挺括有弹性。

6. 以短线来排列线条，

画出腹部和背部。

7. 画出尾巴和爪。在

背上点上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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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形的构图形式。画的时候要注

意里面的两条弧线的处理。鹿的背部

是一条弧线，所以把枝干也画成弧线

来与鹿呼应。

梅花鹿

1. 赭石调墨画出鹿的角。 2. 画另一侧的角，颜

色可略淡一些。

4. 画出背部的轮廓，然

后画后肢、尾巴以及缩

起来的两只前肢。

3. 前额的起笔要宽，到嘴

巴逐渐地提起，补上鼻子和

眼睛，再画上耳朵。

5. 画上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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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颈鹿体形高大，所以在处理构

图的时候就取其站立的姿态，左上方

补上几枝树枝添上些嫩叶，在色彩上

与长颈鹿做一些对比，丰富画面。左

边的枝干同时也显示出了长颈鹿高大

的感觉。

长颈鹿

1. 赭石调淡墨一笔画出前额，

中墨画出眼睛，补上鼻子。

2. 用赭石调墨画出

两只角以及耳朵。

4. 补上面颊的斑纹，注意

笔触方向和大小的变化。

5. 赭石调淡墨画出长长的

脖子，同时画出鬃毛。

6.  补上背部和腹部，背部用

中锋铺毫画出，并注意结构。

臀部的用笔要肯定有力，腹部

要圆润。同时添上四肢的上半

部，用笔要有力量感。

7. 补齐四肢、蹄子和

尾巴，添上斑纹。

3. 画出下颌以及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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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颈鹿体形高大，所以在处理构

图的时候就取其站立的姿态，左上方

补上几枝树枝添上些嫩叶，在色彩上

与长颈鹿做一些对比，丰富画面。左

边的枝干同时也显示出了长颈鹿高大

的感觉。

长颈鹿

1. 赭石调淡墨一笔画出前额，

中墨画出眼睛，补上鼻子。

2. 用赭石调墨画出

两只角以及耳朵。

4. 补上面颊的斑纹，注意

笔触方向和大小的变化。

5. 赭石调淡墨画出长长的

脖子，同时画出鬃毛。

6.  补上背部和腹部，背部用

中锋铺毫画出，并注意结构。

臀部的用笔要肯定有力，腹部

要圆润。同时添上四肢的上半

部，用笔要有力量感。

7. 补齐四肢、蹄子和

尾巴，添上斑纹。

3. 画出下颌以及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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