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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画  写  意  菊

        序

菊花，原产于我国，是我国传统的十大名贵花卉之一。菊花属菊科菊属的多年生草本卉，每

年花开后，地上部分枯萎，留下宿根越冬，来年春天萌发新枝。菊花的根系发达，茎直立或半蔓生，

表面有短绒毛，易生分枝，在自然状态下可高达 80 ～ 150 厘米。单叶互生，有叶柄，叶浅绿或深

绿色，叶边缘有锯齿。花为顶生的头状花序。

菊花的适应性很强，对气候和土壤条件要求不严，我国各地都可生长 . 菊花是短日照植物，

在立秋以后，随着天气转凉，日照时间的缩短，菊花才能开始发芽分组，孕育花蕾，冒霜开出艳

丽的花朵。所以，菊花又名：“秋菊”“九月菊”。菊的耐寒力比较强，花经几次严霜而不凋谢。

菊花以其凌秋之势、傲雪之姿赢得人们的赞叹，又以其花色艳丽、姿态清秀、风韵高雅而惹

人喜爱。东晋 . 陶渊明酷爱菊花，他认为菊花品格高尚，不奉迎风雅，敢于傲雪凌霜。即使是残

菊，也挺立不落，依然含香露芳。陶渊明家住庐山下的栗里村，每到秋天，南山上到处开满野菊，

竞芳斗艳。他采摘菊花花瓣酿制菊花酒，常常一个人自饮自斟，时而击节高歌赞赏：“三径就荒，

松菊犹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芳菊开林曜，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菊花对于陶渊明是一种人格的化身，他将菊花素雅、淡泊的形象与自己不同流俗的志趣自然地联

系在一起，以至于后人将菊花视为君子之节、逸士之操的象征。

文人画家常画菊以抒发自己的心志 , 寄托自己的情感。画中或疏篱菊伴，或斟酒案头、折枝

野菊，闲适散淡的意境将览者带到遥远的乡村，亦或是秋日午后。这样的画面不正是陶渊明生活

的写照吗？画家吴昌硕、齐白石的画很多以菊为题材，耐人品味。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丰富，生

活节奏的加快，许多人寄情花鸟，在画中寻觅一种宁静、一种温馨。

画菊花，首先要建立在对菊花的生活环境、生长结构等的从宏观到微观的充分了解上，然后

再运用艺术规律去表现它。学习时要脚踏实地，不求甚解。这册《写意菊花》立足基础，一步步

示范教学，浅显易懂。画法步骤从运笔、用墨、用色各个方面都力求交代清楚。附图部分有不同

的构图和组合形式，作为创作者的参考。

希望这本书能为您的学习提供有益的帮助！

                                                                裴丽华 

                                                           2005 年 3 月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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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的画法

  1. 写菊花可中锋用笔，用墨从瓣心处画起，围绕花心逐步向外伸展，注意花瓣之间不要平行，

要有大小、疏密、宽窄、长短的变化。

        2. 勾花可用墨，也可用色，方法大致相同。花的外形处理不要画得太圆，应圆中有缺。花的姿

态可用花瓣去调整，直到外形满意即可。

3. 画菊花也可用没骨点染法，其画法：可先点出花蕊，随后取白云笔调曙红，笔尖再蘸胭

脂，从瓣心画起，瓣尖处较宽，根处较细，依次一笔一瓣，层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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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的画法参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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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的画法步骤之一

1. 菊花的花头各有特色，用深色勾写花朵，两朵菊花画在一起时，相接触的花瓣应有纵横

关系，否则不易画出姿态来。

2. 写叶，菊叶为五出，每组叶可三五笔画出，写叶用笔要灵活，墨色应有变化。近花处

的叶子可浓，近根处的叶片可淡，忌每片叶子都交代得过于清楚，防止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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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菊花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构图中主花应取主势。枝梗的穿插应注意气韵及疏密。

4. 写意画勾填法的染色，可用稍淡于勾的颜色染花，用笔宜松不宜紧，切忌每瓣都填满，否

则死板。补草，题款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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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的画法步骤之二

1. 菊花的勾法多采用中锋，其效果是圆

浑坚实、用笔要灵活，不可呆滞，用墨可略干些。
2. 写叶可中、侧锋并用，可墨可色，也可

色墨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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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写花枝，用笔要遒劲有力，方能画出凌

霜不怠之气节。需注意枝、叶的穿插变化，应生

动不呆板。

　   4. 染花，可正面染也可反面染，注意

主花与辅花的浓淡变化。主辅呼应，花头

上补一草虫，静中有动，情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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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品四幅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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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鸡不鸣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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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满堂　

秋塘闲趣

秋池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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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歌

秋虫寒声

秋谷鸣翠



12

中  国  画  基  础  技  法  丛  书

养心图 

菊寿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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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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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色映秋红

秋菊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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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冷秋风寒
秋菊飘香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