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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意 花 鸟 与 山 水 画 入 门 



前 言 

中 国 画 是 中 华 民 族 几 千 年 灿 烂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历 代 无 数 画 家 ， 经 过 辛 勤 劳 动 ， 不 断 

创 造 、 发 展 ，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大 量 的 珍 贵 作 品 和 丰 富 的 绘 画 理 论 ， 以 及 独 特 的 绘 画 技 法 ， 是 我 国 宝 

贵 的 文 化 财 富 ， 在 世 界 艺 林 中 占 有 极 其 重 要 地 位 。 我 们 必 须 认 真 地 学 习 、 研 究 、 继 承 和 发 展 。 

《 写 意 花 鸟 与 山 水 画 入 门 》 一 书 ， 是 为 广 大 初 学 中 国 画 的 朋 友 提 供 参 考 借 鉴 而 编 写 的 。 “ 写 

意 画 ” 是 指 表 现 手 法 而 言 的 。 “ 写 ” 是 用 中 国 书 法 的 笔 墨 线 条 来 做 画 ； “ 意 ” 是 画 家 通 过 对 客 观 物 

象 的 观 察 、 感 受 ， 用 取 舍 、 概 括 、 夸 张 、 变 形 等 手 法 ， 从 “ 具 象 ” 中 抽 出 来 的 “ 意 象 ” 。 因 此 叫 “ 写 意 

画 ” 。 它 不 仅 表 现 了 书 法 笔 墨 的 线 条 美 ， 而 且 用 “ 意 象 ” 造 型 ， 更 具 有 高 度 的 艺 术 性 。 长 期 以 来 ， 

为 我 国 人 民 所 喜 爱 ， 在 世 界 上 享 有 极 高 的 评 价 。 

这 本 书 ， 扼 要 地 讲 述 了 中 国 画 的 基 本 知 识 ， 包 括 中 国 画 的 主 要 特 点 、 笔 墨 技 法 、 构 图 、 风 格 、 

意 境 ， 以 及 创 作 与 欣 赏 等 问 题 。 其 目 的 就 是 使 初 学 者 了 解 和 掌 握 中 国 画 的 基 本 知 识 后 ， 能 够 在 

绘 画 学 习 中 避 免 盲 目 性 ， 少 走 弯 路 。 

学 习 中 国 画 要 苦 练 基 本 功 。 基 本 功 如 同 树 的 根 、 建 筑 物 的 基 础 。 根 不 深 不 能 长 成 参 天 大 树 ， 

基 础 不 牢 固 不 能 建 起 高 楼 大 厦 。 绘 画 的 基 本 功 是 创 作 的 基 础 ， 是 创 作 的 前 提 条 件 。 没 有 基 本 功 ， 

谈 不 上 创 作 ， 画 是 画 不 好 的 。 学 习 中 国 画 需 练 的 基 本 功 很 多 ， 书 中 介 绍 的 一 些 技 法 都 需 要 练 ， 但 

最 重 要 的 有 三 项 。 一 是 笔 墨 表 现 能 力 ， 二 是 造 型 能 力 ， 三 是 专 业 能 力 。 笔 墨 表 现 能 力 ， 亦 即 笔 墨 

技 法 ， 是 民 族 传 统 绘 画 特 色 的 标 志 。 通 过 笔 墨 运 用 ， 要 在 画 面 上 表 现 力 度 、 节 奏 感 、 韵 律 感 ， 突 出 

丰 富 、 美 丽 、 动 人 的 艺 术 形 象 ， 显 示 笔 墨 的 美 妙 情 趣 。 造 型 能 力 ， 是 指 对 客 观 物 象 的 形 体 轮 廓 、 明 

暗 、 层 次 、 透 视 等 的 描 绘 能 力 。 要 求 对 客 观 物 象 的 刻 画 要 准 确 、 生 动 。 绘 画 是 形 象 艺 术 ， 造 型 能 

力 不 强 或 没 有 造 型 能 力 ， 就 无 法 创 作 。 专 业 能 力 ， 是 指 中 国 画 某 一 画 科 的 描 绘 能 力 。 例 如 ， 画 花 

鸟 画 ， 要 画 花 鸟 的 各 种 姿 态 ， 捕 捉 鸟 的 “ 一 瞬 间 ” 。 对 各 种 不 同 的 花 、 枝 、 叶 及 花 的 开 放 和 凋 谢 的 

姿 态 等 ， 都 要 一 一 观 察 研 究 ， 勤 学 苦 练 ， 才 能 掌 握 其 描 绘 能 力 。 画 山 水 画 ， 要 对 山 石 、 树 木 、 云 、 水 

及 点 景 等 进 行 研 究 ， 要 观 察 大 自 然 山 川 的 构 造 规 律 ， 懂 得 山 有 脉 络 ， 不 同 的 岩 石 有 不 同 的 纹 理 ； 

“ 石 分 三 面 ” ， 下 笔 要 有 凹 凸 之 形 ； “ 树 分 四 枝 ” ， 画 树 要 处 理 好 前 后 左 右 的 关 系 ， 画 出 立 体 感 来 ， 

等 等 。 

在 学 习 绘 画 理 论 和 技 法 的 同 时 ， 要 深 入 生 活 。 要 到 大 自 然 中 去 观 察 、 感 受 ， 加 深 对 传 统 绘 画 

理 论 和 技 法 的 理 解 。 到 大 自 然 中 去 ， 就 是 “ 师 造 化 ” 。 艺 术 来 源 于 生 活 ， 但 又 高 于 生 活 。 没 有 生 

活 ， 就 没 有 感 受 ， 就 产 生 不 了 激 情 ， 就 无 法 创 作 。 到 大 自 然 中 去 ， 通 过 写 生 ， 把 最 美 、 最 生 动 、 最 典 

型 的 物 象 搜 集 起 来 ， 注 入 自 己 的 感 情 ， 不 断 提 高 绘 画 加 工 能 力 ， 使 自 己 的 作 品 逐 步 升 华 到 较 完 

美 的 境 界 。 当 然 ， 这 要 付 出 艰 苦 的 努 力 ， 要 有 一 个 漫 长 的 学 习 、 探 索 过 程 。 想 走 捷 径 ， 急 于 求 成 

是 不 行 的 。 艺 术 上 的 成 就 ， 需 要 科 学 态 度 ， 来 不 得 半 点 虚 假 。 

由 于 本 人 学 识 有 限 ， 加 之 编 写 仓 促 ， 不 当 之 处 ， 尚 请 同 行 及 读 者 指 正 。 本 书 出 版 得 到 金 盾 出 

版 社 大 力 支 持 ， 在 编 写 过 程 中 得 到 关 庆 留 先 生 的 热 情 帮 助 ， 在 此 致 以 诚 挚 谢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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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浅 谈 中 国 画 

（ 一 ） 什 么 叫 中 国 画 

学 习 中 国 画 ， 首 先 要 对 中 国 画 的 基 本 概 念 有 所 了 解 。 什 么 叫 中 国 画 ？ 简 要 地 说 ， 就 是 “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 。 它 是 中 华 民 族 几 千 年 来 ， 经 过 历 代 无 数 画 家 的 辛 勤 劳 动 ， 不 断 地 创 造 、 发 展 的 民 族 

绘 画 。 它 有 丰 富 的 绘 画 理 论 和 独 特 的 绘 画 技 法 。 中 国 画 是 中 华 民 族 几 千 年 灿 烂 文 化 的 组 成 部 

分 ， 在 世 界 艺 术 宝 库 里 占 有 极 其 重 要 的 地 位 。 

（ 二 ） 中 国 画 的 主 要 特 点 

1． 中 国 画 是 以 墨 线 为 主 来 描 绘 一 切 物 象 的 形 体 。 这 种 墨 线 来 源 于 中 国 书 法 线 条 。 它 不 仅 

能 描 绘 物 象 的 形 体 ， 而 且 线 条 本 身 具 有 美 的 价 值 。 西 洋 画 （ 欧 洲 传 统 绘 画 ） 则 不 同 ， 它 是 靠 光 色 

来 表 现 物 象 的 。 

2． 中 国 画 是 综 合 艺 术 。 除 了 绘 画 ， 还 有 诗 词 、 书 法 和 印 章 ， 都 是 画 面 的 组 成 部 分 。 是 融 诗 、 

书 、 画 、 印 于 一 体 的 特 殊 绘 画 艺 术 。 西 洋 画 是 单 纯 的 绘 画 ， 画 面 上 除 了 画 以 外 ， 什 么 都 没 有 。 

3． 中 国 画 用 “ 意 象 ” 造 型 。 画 家 可 根 据 自 己 对 客 观 大 自 然 的 认 识 、 感 受 来 进 行 创 作 。 对 描 绘 

的 物 象 可 以 大 胆 地 取 舍 、 夸 张 、 变 形 ， 利 用 大 片 空 白 突 出 主 题 ， 表 现 醒 目 而 感 人 的 艺 术 效 果 。 而 

西 洋 画 ， 只 是 如 实 地 描 绘 视 野 里 的 一 切 。 

4． 中 国 画 不 仅 用 焦 点 透 视 ， 而 且 还 采 用 散 点 透 视 。 画 家 视 野 开 阔 ， 能 充 分 发 挥 自 己 的 感 受 

和 丰 富 的 想 像 力 。 在 画 面 处 理 上 有 极 大 的 主 动 性 和 灵 活 性 。 而 西 洋 画 仅 用 焦 点 透 视 ， 画 家 视 野 

受 到 限 制 ， 画 面 难 以 描 绘 视 觉 以 外 的 物 象 。 

5． 中 国 画 的 色 彩 ， 根 据 画 面 的 需 要 和 人 们 的 欣 赏 习 惯 来 着 色 。 不 完 全 按 照 物 象 的 固 有 色 

来 着 色 。 红 花 绿 叶 可 画 为 红 花 黑 叶 ， 青 山 可 用 水 墨 描 绘 ， 绿 竹 可 用 水 墨 甚 至 可 用 朱 红 。 西 洋 画 

的 色 彩 是 对 客 观 光 色 的 模 拟 。 

6． 中 国 画 有 特 定 的 工 具 （ 毛 笔 ） 、 材 料 （ 宣 纸 、 墨 、 颜 料 ） 。 在 绘 画 中 掌 握 这 些 工 具 、 材 料 的 性 

能 ， 运 用 独 特 的 技 法 ， 产 生 特 殊 效 果 。 如 用 其 他 工 具 、 材 料 ， 是 画 不 出 中 国 画 来 的 。 

（ 三 ） 中 国 画 分 类 

中 国 画 种 类 很 多 ， 通 常 可 从 三 方 面 分 类 ： 

1． 从 画 科 分 ， 有 花 鸟 画 、 山 水 画 和 人 物 画 。 翎 毛 、 走 兽 、 草 虫 、 鱼 虾 、 瓜 果 都 属 花 鸟 画 范 围 。 

2． 从 表 现 手 法 分 ， 有 工 笔 、 写 意 、 工 兼 写 三 种 。 工 笔 画 是 工 整 细 致 的 一 种 画 法 。 写 意 画 用 笔 

豪 放 一 些 ， 用 简 练 的 笔 墨 写 出 物 象 的 形 神 。 写 意 画 还 分 大 写 意 和 小 写 意 。 大 写 意 用 笔 更 加 豪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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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墨 简 练 ， 大 胆 取 舍 ， 高 度 概 括 ， 并 用 夸 张 、 变 形 手 法 ， 注 重 气 势 ， 讲 究 大 效 果 。 工 兼 写 ， 是 小 写 意 

与 工 笔 的 结 合 体 。 

此 外 ， 还 有 指 画 、 界 画 等 。 指 画 是 用 手 指 蘸 墨 作 画 。 界 画 是 用 笔 与 直 尺 画 线 ， 描 绘 以 宫 室 、 

楼 台 、 庭 宇 等 建 筑 物 为 题 材 的 画 。 

3． 从 色 彩 分 ， 可 分 水 墨 画 和 彩 墨 画 两 大 类 。 水 墨 画 是 单 纯 地 用 墨 色 的 浓 淡 干 湿 来 描 绘 物 

象 形 体 的 。 彩 墨 画 大 多 以 墨 为 主 ， 在 水 墨 基 础 上 ， 敷 以 淡 彩 ， 如 浅 绛 山 水 画 。 还 有 较 鲜 明 的 重 彩 

画 ， 如 工 笔 重 彩 ， 以 及 山 水 画 中 的 大 小 青 绿 、 金 碧 青 绿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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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笔 的 性 能 和 使 用 技 法 

1． 笔 的 性 能 

笔 有 羊 毫 、 紫 毫 、 獾 毫 和 兼 毫 。 毫 毛 不 同 ， 使 用 方 法 和 效 果 也 不 同 。 

羊 毫 细 而 柔 软 ， 含 水 量 多 ， 笔 锋 出 水 慢 。 运 用 枯 墨 、 湿 墨 效 果 好 。 调 水 墨 、 色 变 化 较 多 。 

紫 毫 与 獾 毫 笔 性 硬 ， 富 有 弹 性 ， 含 水 量 少 ， 笔 锋 出 水 快 。 调 水 墨 、 色 变 化 较 少 。 用 于 勾 勒 或 

画 坡 石 、 树 干 效 果 好 。 

兼 毫 笔 中 有 羊 毫 和 紫 毫 ， 笔 性 柔 硬 相 兼 ， 含 水 量 与 调 墨 、 色 的 变 化 介 于 羊 毫 和 紫 毫 之 间 。 此 

外 ， 还 有 排 笔 和 板 刷 。 可 用 于 画 大 面 积 渲 染 ， 也 可 用 于 画 宽 大 叶 片 。 板 刷 还 能 画 粗 竹 竿 。 

用 什 么 笔 作 画 ， 要 根 据 画 种 的 不 同 需 要 和 个 人 的 习 惯 选 择 使 用 。 

2． 执 笔 方 法 

总 的 要 求 是 “ 指 实 掌 虚 ” 。 指 实 就 是 五 个 指 头 握 笔 时 都 能 使 上 劲 ； 掌 虚 可 以 容 卵 ， 就 是 掌 心 

处 几 乎 能 放 进 一 个 鸡 蛋 。 五 个 指 头 怎 样 握 着 笔 管 起 到 作 用 呢 ？ 一 般 是 先 用 大 拇 指 、 食 指 和 中 指 

夹 着 笔 杆 ， 再 用 无 名 指 和 小 指 顶 着 笔 杆 ， 笔 杆 的 上 部 要 紧 靠 食 指 的 下 节 。 这 样 执 笔 ， 就 达 到 了 

“ 指 实 掌 虚 ” 的 要 求 。 但 关 键 是 要 紧 握 笔 杆 ， 才 能 使 画 出 的 线 条 有 力 ， 而 不 至 于 飘 浮 。 

3． 运 腕 方 法 

运 腕 对 用 笔 非 常 重 要 。 用 笔 要 由 肩 而 臂 ， 由 臂 而 腕 ， 由 腕 而 指 ， 由 指 而 运 于 笔 锋 。 如 此 ， 则 

全 身 之 力 可 由 笔 锋 而 达 于 纸 。 这 就 是 “ 力 透 纸 背 ” 。 不 论 用 臂 、 用 指 ， 都 是 以 用 腕 为 基 础 的 。 腕 

法 有 三 种 ： 一 是 枕 腕 ， 是 小 指 和 腕 同 肘 都 靠 桌 面 ， 工 细 处 用 ； 二 是 提 腕 ， 是 肘 靠 桌 面 而 把 腕 提 起 ， 

小 处 用 ； 三 是 悬 腕 ， 即 肘 和 腕 同 时 都 不 靠 桌 面 ， 大 处 用 。 腕 力 如 何 ， 将 直 接 影 响 线 条 的 艺 术 效 果 。 

因 此 ， 要 加 强 练 习 ， 以 增 加 腕 力 。 不 论 运 腕 运 肘 ， 都 要 同 手 指 步 调 一 致 ， 这 是 运 笔 的 统 一 整 体 。 

4． 笔 锋 使 用 方 法 

南 朝 齐 代 谢 赫 在 《 古 画 品 录 》 所 举 “ 六 法 ” 中 早 就 提 出 要 “ 骨 法 用 笔 ” 。 所 谓 “ 骨 法 用 笔 ” 就 是 

线 条 有 力 。 怎 样 才 能 使 线 条 有 力 ？ 除 上 面 讲 到 的 要 有 正 确 的 执 笔 姿 势 和 运 腕 方 法 之 外 ， 还 要 掌 

握 笔 锋 的 各 种 使 用 方 法 。 笔 锋 的 使 用 最 重 要 的 是 中 锋 与 侧 锋 （ 也 叫 正 锋 与 偏 锋 ） ， 还 有 逆 锋 、 顺 

锋 、 散 锋 等 等 。 

（ 1） 中 锋 　 中 锋 的 最 大 标 志 是 运 笔 时 笔 杆 垂 直 纸 面 ， 笔 锋 居 于 线 条 的 中 间 ， 不 能 使 笔 锋 

跑 偏 。 中 锋 线 条 在 国 画 里 很 重 要 ， 使 用 较 多 。 它 的 艺 术 效 果 有 含 蓄 、 圆 浑 、 厚 重 的 感 觉 。 

（ 2） 侧 锋 　 侧 锋 的 标 志 是 运 笔 时 笔 杆 倾 斜 ， 笔 锋 在 线 条 的 一 侧 。 程 度 大 一 点 的 侧 锋 也 叫 

卧 笔 ， 或 叫 卧 锋 ， 有 时 连 笔 身 笔 根 都 同 时 着 纸 。 其 艺 术 效 果 ： 一 是 墨 色 丰 富 、 奇 峭 多 变 ， 适 于 表 现 

粗 宽 物 象 ； 二 是 笔 画 中 间 容 易 形 成 飞 白 ， 得 到 虚 实 变 化 的 笔 墨 情 趣 ； 三 是 笔 画 边 缘 容 易 毛 涩 ， 能 

增 加 线 条 的 形 式 美 。 显 然 ， 侧 锋 在 国 画 里 占 有 重 要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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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墨 的 使 用 技 法 

（ 3） 逆 锋 　 逆 锋 是 笔 杆 向 后 倾 斜 ， 逆 着 笔 锋 的 方 向 ， 向 前 推 着 走 。 逆 锋 的 效 果 有 一 种 苍 

老 、 泼 辣 的 韵 味 ， 有 毛 涩 而 无 光 滑 的 感 觉 ， 适 于 表 现 大 石 、 大 树 干 、 老 竹 竿 等 。 

（ 4） 顺 锋 　 顺 锋 与 逆 锋 相 反 ， 运 笔 如 写 字 一 样 顺 手 ， 容 易 画 。 习 惯 上 运 笔 自 上 而 下 或 自 左 

而 右 ， 有 轻 快 流 畅 的 效 果 。 

（ 5） 散 锋 　 就 是 把 笔 头 散 开 一 部 或 全 部 ， 在 纸 上 扫 画 。 这 种 笔 法 适 于 画 鸟 类 羽 毛 、 松 针 、 

山 石 等 。 

上 面 是 用 笔 的 几 种 方 法 ， 但 用 笔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掌 握 “ 平 ” 字 。 就 是 笔 画 、 线 条 的 力 量 要 平 均 ， 

不 能 忽 重 忽 轻 。 “ 平 ” 是 古 人 讲 的 笔 法 的 基 本 规 律 。 “ 如 锥 画 沙 ” 就 是 对 “ 平 ” 字 的 最 好 形 容 。 在 

沙 盘 上 用 锥 画 线 ， 不 能 沉 下 去 ， 也 不 能 浮 起 来 ， 必 然 力 量 平 均 。 力 量 平 均 是 笔 法 的 基 础 ， 线 条 的 

任 何 地 方 都 是 有 力 的 。 

在 “ 平 ” 的 基 础 上 还 要 力 求 变 化 ， 这 就 是 笔 法 中 的 提 、 按 、 顿 、 挫 、 轻 、 重 、 急 、 徐 。 运 笔 时 ， 把 笔 

提 起 一 些 ， 笔 道 就 较 轻 细 ； 按 下 去 一 些 ， 笔 道 就 较 粗 重 ； 把 笔 重 按 或 旋 折 一 下 叫 “ 顿 ” ； 连 续 顿 或 

运 笔 时 微 微 上 下 移 动 叫 “ 挫 ” 。 “ 轻 ” 、 “ 重 ” 是 讲 运 笔 的 力 度 ， “ 急 ” 、 “ 徐 ” 是 指 行 笔 的 速 度 。 提 、 按 、 

顿 、 挫 、 轻 、 重 、 急 、 徐 ， 就 是 要 求 在 运 笔 时 不 要 呆 板 ， 要 灵 活 多 变 ， 要 有 节 奏 感 ， 这 样 才 能 产 生 笔 

情 墨 趣 的 艺 术 效 果 ， 才 能 表 现 中 国 画 笔 墨 线 条 的 形 式 美 。 

1． 墨 在 中 国 画 中 的 作 用 

墨 在 中 国 画 中 起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 中 国 画 以 墨 为 主 ， 墨 的 运 用 是 中 国 画 特 点 之 一 。 无 论 中 

国 画 的 哪 一 画 种 ， 人 物 画 、 山 水 画 、 花 鸟 画 、 水 墨 画 、 彩 墨 画 ， 都 离 不 开 它 ， 都 要 用 它 来 描 绘 。 

墨 有 松 烟 和 油 烟 两 种 。 松 烟 墨 用 松 木 烧 成 的 烟 作 主 要 原 料 制 成 ， 油 烟 墨 用 桐 油 烧 成 的 烟 作 

主 要 原 料 制 成 。 这 两 种 墨 都 具 有 色 泽 好 ， 历 久 不 褪 ， 入 纸 不 晕 ， 香 味 浓 郁 等 特 点 ， 适 宜 书 画 。 其 

中 ， 松 烟 墨 浓 而 无 光 ， 工 笔 画 用 它 画 人 物 的 头 发 和 鸟 的 羽 毛 最 好 。 市 面 上 有 些 劣 质 墨 ， 墨 色 灰 

暗 ， 耐 水 性 差 ， 入 纸 晕 浊 ， 臭 味 难 嗅 ， 不 堪 使 用 。 另 外 ， 还 有 书 画 墨 汁 ， 如 北 京 一 得 阁 “ 中 华 墨 汁 ” ， 

墨 色 光 洁 ， 耐 水 性 强 ， 不 洇 纸 ， 不 褪 色 ， 香 味 浓 厚 ， 使 用 方 便 ， 受 到 书 画 家 普 遍 称 赞 。 

谈 用 墨 技 法 ， 必 须 和 用 笔 结 合 来 谈 。 笔 墨 是 一 件 事 物 的 两 个 方 面 ， 笔 与 墨 不 能 孤 立 存 在 ，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 离 开 墨 ， 笔 的 技 法 无 从 表 现 ； 同 样 ， 离 开 笔 ， 墨 也 无 法 显 示 。 所 以 古 人 说 “ 墨 法 之 妙 、 

全 从 笔 出 ” 。 “ 笔 耕 墨 耘 ” ， “ 笔 歌 墨 舞 ” ， 形 象 地 比 喻 了 笔 和 墨 两 者 之 间 相 辅 而 成 的 关 系 。 历 来 把 

用 笔 比 喻 为 “ 骨 ” ， 用 墨 比 喻 为 “ 肉 ” ， 要 “ 笔 中 有 墨 ， 墨 中 有 笔 ” ， “ 笔 中 蓄 以 墨 趣 ， 墨 中 蓄 以 笔 情 ” ， 

才 能 完 美 地 表 现 物 象 的 神 韵 。 古 人 说 “ 有 笔 有 墨 谓 之 画 ” ， “ 有 韵 有 趣 谓 之 笔 墨 ” ， “ 潇 洒 风 流 ” 谓 

之 韵 ， “ 尽 变 穷 奇 ” 谓 之 趣 。 这 都 要 借 助 于 “ 笔 墨 ” 这 个 媒 介 来 表 现 ， 笔 墨 不 单 是 形 式 美 的 问 题 ， 而 

是 决 定 一 幅 中 国 画 气 韵 是 否 生 动 的 关 键 所 在 。 

2． 墨 色 

墨 分 五 色 ， 即 ： 焦 、 浓 、 重 、 淡 、 清 （ 见 图 1） 。 

（ 1） 焦 墨 　 就 是 把 研 成 的 墨 汁 ， 在 砚 池 内 经 过 半 日 挥 发 后 用 来 作 画 ， 一 般 是 画 画 中 特 别 

深 重 而 又 突 出 的 部 分 。 它 在 全 幅 画 中 显 得 特 别 黝 黑 ， 黑 而 发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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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墨 色 

（ 2） 浓 墨 　 是 说 墨 色 的 程 度 仅 次 于 焦 墨 。 焦 墨 有 光 泽 感 。 浓 墨 有 水 分 ， 虽 黑 而 无 亮 光 。 

（ 3） 重 墨 　 这 是 相 对 淡 墨 而 说 的 ， 它 比 浓 墨 水 分 更 多 些 ， 比 淡 墨 又 显 得 黑 一 些 。 

（ 4） 淡 墨 　 水 分 更 多 ， 成 了 灰 色 的 墨 叫 淡 墨 。 

（ 5） 清 墨 　 这 在 墨 彩 上 是 仅 仅 有 一 些 淡 灰 色 的 影 子 。 

3． 用 墨 技 法 

用 墨 技 法 很 多 ， 主 要 的 有 破 墨 法 、 积 墨 法 、 泼 墨 法 、 干 墨 法 、 蘸 墨 法 等 五 种 。 

（ 1） 破 墨 法 　 破 墨 法 就 是 要 打 破 原 有 的 墨 迹 而 产 生 墨 色 浓 淡 ， 相 互 渗 透 掩 映 ， 滋 润 苍 翠 

的 艺 术 效 果 。 破 的 方 法 有 浓 破 淡 和 淡 破 浓 （ 见 图 2、 图 3） 或 墨 破 色 、 色 破 墨 等 。 一 般 都 是 趁 湿 破 

或 半 干 湿 破 ， 干 了 就 无 法 破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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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淡 破 浓 

图 4　 积 墨 

（ 2） 积 墨 法 　 就 是 作 画 时 用 墨 一 层 层 往 上 积 的 意 思 。 一 般 从 淡 到 浓 ， 层 层 积 染 。 古 人 云 ： 

“ 用 淡 墨 六 七 加 而 成 深 ， 即 墨 色 滋 润 而 不 枯 。 ” 又 云 ： “ 作 画 用 墨 最 难 ， 但 先 用 淡 墨 积 到 可 观 处 ， 然 

后 用 焦 墨 、 浓 墨 分 出 畦 径 远 近 ， 故 在 生 纸 上 有 许 多 滋 润 处 。 ” 积 的 方 法 ， 有 的 是 干 了 以 后 积 ， 有 的 

是 半 干 湿 时 积 。 须 注 意 的 是 积 而 不 是 平 染 ， 是 用 淡 墨 染 中 带 擦 ， 仍 然 笔 笔 有 法 （ 见 图 4） 。 其 艺 术 

效 果 是 滋 润 浑 厚 。 

（ 3） 泼 墨 法 　 通 常 所 说 的 泼 墨 法 ， 不 是 用 碗 把 墨 水 往 宣 纸 上 泼 ， 而 是 用 大 羊 毫 笔 蘸 上 饱 

满 的 水 墨 作 画 ， 看 来 有 泼 的 意 思 （ 见 图 5） 。 其 艺 术 效 果 酣 畅 淋 漓 ， 气 势 豪 放 。 适 于 大 写 意 花 鸟 画 

和 水 墨 、 彩 墨 山 水 画 ， 特 别 是 表 现 云 山 烟 雨 最 为 巧 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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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泼 墨 

（ 4） 干 墨 法 　 干 墨 法 不 像 泼 墨 法 那 样 用 水 很 多 ， 而 是 笔 中 含 水 量 极 少 ， 完 全 用 干 笔 作 画 

（ 见 图 6） 。 清 代 的 程 邃 ， 现 代 的 张 仃 ， 他 们 的 焦 墨 山 水 画 都 是 用 干 墨 画 的 。 

（ 5） 蘸 墨 法 　 就 是 笔 尖 饱 含 淡 墨 ， 蘸 浓 墨 后 速 画 。 有 边 淡 中 浓 或 半 淡 半 浓 的 滋 润 和 立 体 

感 效 果 （ 见 图 6） 。 是 写 意 花 鸟 和 山 水 画 常 常 采 用 的 技 法 。 

图 6　 干 墨 （ 左 ） 、 蘸 墨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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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颜 料 的 性 能 和 设 色 法 

1． 中 国 画 颜 料 的 性 能 

中 国 画 颜 料 ， 在 古 代 均 为 画 家 购 买 或 采 集 原 料 自 行 加 工 ， 用 乳 钵 研 磨 、 漂 选 等 方 法 ， 比 较 麻 

烦 。 后 来 有 专 门 生 产 国 画 颜 料 厂 ， 把 原 料 制 成 片 状 或 粉 状 ， 用 时 以 开 水 泡 开 ， 必 要 时 还 加 胶 ， 调 

匀 后 使 用 。 现 在 市 面 上 常 见 的 锡 管 装 国 画 颜 料 ， 色 彩 齐 全 ， 使 用 方 便 ， 画 家 乐 于 使 用 。 

国 画 色 （ 颜 料 ） 因 原 料 不 同 而 特 性 不 一 。 植 物 性 颜 色 ， 也 叫 草 色 。 如 花 青 、 酞 青 、 藤 黄 、 胭 脂 

等 ， 色 彩 透 明 ， 渗 透 性 强 ， 淡 彩 画 用 最 好 。 矿 物 性 颜 色 ， 也 叫 石 色 。 如 赭 石 、 石 青 、 石 绿 、 石 黄 、 朱 

砂 、 朱 磦 、 铅 粉 （ 锌 白 ） 等 ， 是 不 透 明 色 ， 遮 盖 力 强 ， 在 画 中 能 起 反 作 用 。 如 在 淡 彩 画 中 起 深 暗 的 作 

用 ， 在 重 彩 墨 画 中 起 浅 亮 的 作 用 。 作 画 时 ， 须 掌 握 性 能 ，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适 当 使 用 。 做 到 墨 不 碍 色 ， 

色 不 碍 墨 ， 墨 、 色 协 调 ， 融 合 自 然 ， 以 达 到 墨 与 色 相 互 辉 映 的 艺 术 效 果 。 

2． 中 国 画 设 色 特 点 

（ 1） 中 国 画 设 色 依 附 于 笔 墨 造 型 　 中 国 画 大 都 是 在 笔 墨 造 型 基 本 完 成 之 后 施 加 色 彩 

的 。 古 人 云 ： “ 画 之 贵 于 用 笔 ， 不 在 夫 丹 青 朱 黄 铅 粉 之 工 ” ， “ 笔 力 未 遒 ， 空 善 附 彩 ， 谓 非 妙 也 ” ， “ 墨 

韵 既 足 ， 设 色 可 ， 不 设 色 亦 可 ” ， “ 设 色 必 于 墨 本 求 工 ， 墨 不 佳 从 而 设 之 是 涂 附 ” 。 这 些 说 法 ， 都 强 

调 了 笔 墨 造 型 的 根 本 作 用 。 虽 然 画 有 重 彩 淡 彩 之 分 ， 但 墨 线 作 为 确 立 形 象 的 基 础 ， 始 终 占 重 要 

地 位 。 同 时 ， 还 明 确 要 求 学 画 先 打 好 笔 墨 基 础 ， 然 后 再 学 着 色 。 中 国 画 以 墨 线 和 墨 色 造 型 ， 线 条 

的 节 奏 感 和 墨 色 浓 淡 干 湿 的 变 化 ， 具 有 一 种 多 样 的 统 一 的 形 式 美 。 因 此 ， 许 多 画 家 用 单 一 的 水 

墨 作 画 ， 给 人 以 高 雅 、 清 静 、 明 快 、 雄 浑 的 艺 术 享 受 。 

（ 2） 以 固 有 色 为 主 　 固 有 色 是 物 象 色 彩 的 客 观 存 在 ， 也 是 人 们 经 常 接 触 客 观 物 象 ， 从 而 

形 成 的 视 觉 记 忆 ， 逐 渐 养 成 的 欣 赏 习 惯 所 决 定 的 。 谢 赫 在 “ 六 法 ” 中 提 出 要 “ 随 类 赋 彩 ” ， 就 是 要 

随 着 不 同 物 象 的 固 有 色 来 “ 赋 彩 ” 。 因 此 ， 画 论 中 讲 到 “ 峰 峦 多 绿 ， 沙 石 皆 赭 ” ， 论 水 色 有 “ 春 绿 、 夏 

碧 、 秋 青 、 冬 黑 ” ， 论 天 色 有 “ 春 晃 、 夏 苍 、 秋 净 、 冬 黯 ” 。 这 都 是 古 人 作 画 对 不 同 物 象 固 有 色 的 描 

绘 。 以 固 有 色 为 主 ， 并 不 排 斥 物 体 在 光 的 照 射 下 色 彩 所 产 生 的 各 种 变 化 ， 但 并 非 自 然 主 义 的 摹 

仿 。 

（ 3） 设 色 要 有 主 调 　 大 自 然 是 万 紫 千 红 、 五 彩 缤 纷 的 世 界 ， 创 作 一 幅 画 ， 不 可 能 用 很 多 

色 彩 来 表 现 。 因 此 ， 必 须 根 据 主 题 思 想 和 画 面 需 要 ， 选 用 一 种 色 为 主 调 ， 其 他 色 为 辅 ， 并 与 其 相 

协 调 。 如 果 使 用 色 彩 过 多 ， 显 得 花 哨 ， 不 易 协 调 ， 会 使 人 眼 花 缭 乱 ， 产 生 烦 躁 。 

（ 4） 以 “ 意 ” 赋 彩 　 画 家 在 创 作 时 ， 可 根 据 主 题 需 要 ， 用 色 彩 来 抒 发 自 己 的 感 情 ， 大 胆 夸 

张 ， 大 胆 改 变 物 象 的 固 有 色 。 这 种 用 色 ， 不 仅 能 使 作 品 达 到 “ 浑 化 ” 的 艺 术 境 界 ， 而 且 还 能 突 出 主 

题 思 想 ， 感 染 力 强 ， 能 给 人 以 美 的 享 受 。 

（ 5） 应 具 有 装 饰 性 　 中 国 画 在 色 彩 处 理 上 具 有 鲜 明 的 装 饰 特 点 。 特 别 是 工 笔 重 彩 画 和 

山 水 画 中 的 金 碧 、 大 青 绿 ， 艳 丽 醒 目 ， 具 有 中 国 画 中 装 饰 意 味 很 强 的 艺 术 风 格 。 这 种 色 彩 的 装 饰 

性 在 我 国 民 族 艺 术 的 各 个 领 域 ， 如 戏 曲 、 年 画 、 民 间 版 画 、 工 艺 美 术 等 ， 被 广 泛 地 运 用 ， 有 极 高 的 

艺 术 价 值 。 

3． 中 国 画 设 色 方 法 

中 国 画 设 色 方 法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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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填 色 

（ 2） 点 写 　 不 用 先 勾 线 ， 直 接 用 颜 色 往 纸 上 画 （ 见 图 8） 。 毛 笔 含 水 量 适 当 ， 蘸 上 色 ， 笔 落 

下 去 有 浓 有 淡 。 有 时 笔 先 蘸 上 色 ， 再 用 笔 尖 蘸 上 墨 ， 落 笔 就 有 色 有 墨 。 有 时 笔 先 蘸 一 色 再 蘸 另 

一 色 ， 然 后 再 蘸 墨 ， 落 笔 就 有 几 种 颜 色 。 写 意 花 卉 用 此 法 较 多 。 

图 8　 点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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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填 色 　 是 先 勾 好 墨 线 ， 然 后 在 墨 线 内 填 色 （ 见 图 7） 。 如 工 笔 花 鸟 画 的 花 、 叶 、 树 干 、 树 

枝 ， 大 青 绿 山 水 画 的 山 石 ， 夹 叶 树 的 叶 等 均 属 填 色 法 。 



（ 4） 罩 色 　 是 在 画 面 先 有 一 层 底 色 的 基 础 上 ， 在 需 色 的 地 方 再 加 罩 色 彩 （ 见 图 10） 。 加 罩 

之 后 ， 使 两 种 颜 色 配 合 一 起 ， 产 生 丰 富 、 厚 重 的 色 彩 效 果 。 

图 9　 托 色 

（ 3） 托 色 　 就 是 要 衬 托 出 浅 色 和 白 色 的 形 象 。 其 方 法 是 在 物 象 轮 廓 周 围 ， 用 很 淡 的 墨 色 

和 颜 色 ， 均 匀 地 烘 染 托 色 （ 见 图 9） 。 常 用 于 烘 染 天 空 、 云 水 、 月 亮 、 雪 景 以 及 浅 色 或 白 色 花 鸟 等 。 

还 有 反 衬 ， 在 纸 的 背 面 ， 物 象 轮 廓 线 外 烘 染 ， 以 避 免 在 正 面 掩 盖 墨 线 。 

图 10　 罩 色 （ 上 为 底 色 ， 下 加 罩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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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纸 的 性 能 和 使 用 

图 11　 染 色 （ 左 为 水 墨 底 色 ， 右 为 染 色 ） 

中 国 画 主 要 使 用 宣 纸 ， 宣 纸 的 特 点 是 ： 质 地 绵 韧 ， 洁 白 稠 密 ， 能 够 适 当 地 吸 水 和 扩 散 墨 液 ， 

还 具 有 耐 搓 折 ， 抗 老 化 ， 少 出 虫 蛀 ， 不 变 色 等 优 点 。 不 仅 用 于 书 画 ， 而 且 也 是 外 交 照 会 、 历 史 档 案 

的 绝 好 用 纸 。 被 誉 为 “ 纸 中 之 王 ” 、 “ 千 年 用 纸 ” 。 

安 徽 宣 州 泾 县 一 带 多 产 宣 纸 ， 历 史 悠 久 ， 质 量 最 好 。 除 安 徽 宣 纸 外 ， 还 有 四 川 夹 江 宣 ， 云 南 

宣 ， 河 北 迁 安 宣 等 。 

宣 纸 的 种 类 很 多 。 按 原 料 配 方 分 ， 有 皮 料 、 棉 料 、 黄 料 三 种 。 按 功 能 分 ， 有 生 宣 、 熟 宣 、 半 生 

半 熟 宣 。 按 纸 幅 分 ， 有 四 尺 、 五 尺 、 六 尺 、 八 尺 、 丈 二 、 丈 六 。 按 厚 度 分 ， 有 单 宣 、 夹 宣 、 二 尺 贡 、 三 

层 贡 等 。 

生 宣 吸 水 和 散 墨 好 ， 适 宜 于 写 意 花 鸟 画 、 山 水 画 、 水 墨 画 、 彩 墨 画 。 特 别 是 大 笔 泼 墨 、 泼 彩 

时 ， 能 表 达 水 墨 （ 彩 ） 淋 漓 的 风 韵 。 

熟 宣 是 在 制 造 中 加 胶 矾 或 其 他 配 料 而 成 的 。 它 吸 水 少 ， 能 反 复 渲 染 ， 适 宜 工 笔 重 彩 画 。 

半 生 半 熟 宣 ， 有 玉 版 宣 、 虎 皮 宣 等 ， 纸 面 光 滑 ， 吸 水 渗 墨 较 差 ， 作 画 不 宜 使 用 。 

另 外 ， 还 有 北 方 产 的 高 丽 纸 、 川 贵 皮 纸 、 北 京 皮 纸 、 白 麻 纸 等 ， 都 具 有 生 宣 性 质 ， 笔 墨 效 果 不 

亚 于 宣 纸 ， 售 价 较 低 ， 初 学 者 可 选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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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染 色 　 是 在 画 面 的 水 墨 底 色 中 勾 勒 皴 擦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的 （ 见 图 11） 。 “ 染 ” 本 身 不 能 

塑 造 形 象 ， 只 能 渲 染 气 氛 和 加 强 立 体 感 、 整 体 感 。 



（ 五 ） 水 的 使 用 技 法 

中 国 画 用 水 非 常 重 要 ， 古 人 云 ： “ 用 墨 之 妙 ， 全 在 用 水 。 ” 如 果 离 开 了 水 ， 笔 墨 技 法 无 法 表 现 ， 

墨 色 分 不 出 焦 浓 重 淡 清 ， 笔 情 墨 趣 也 无 法 存 在 。 创 作 一 幅 画 ， 用 水 多 少 ， 关 系 到 画 的 成 败 。 因 此 ， 

学 画 必 须 重 视 用 水 。 用 水 的 主 要 方 法 如 下 ： 

1． 掌 握 笔 的 含 水 量 　 笔 的 含 水 量 多 少 ， 要 根 据 描 绘 物 象 的 不 同 需 要 和 笔 法 、 墨 法 的 要 求 

而 定 。 这 需 要 经 过 较 长 时 间 的 练 习 ， 靠 积 累 经 验 而 逐 步 掌 握 。 初 学 者 ， 可 用 含 水 的 笔 ， 蘸 墨 

（ 色 ） 后 ， 先 用 纸 试 试 ， 看 看 效 果 如 何 。 如 含 水 量 大 ， 可 在 调 色 盘 边 上 刮 去 一 些 ； 如 含 水 量 少 ， 笔 肚 

平 着 在 盛 水 盘 中 或 笔 洗 池 中 吸 些 水 。 练 习 多 了 ， 熟 能 生 巧 ， 定 会 掌 握 。 

2． 湿 纸 法 　 先 用 喷 雾 器 或 排 笔 将 纸 打 湿 ， 然 后 用 纸 把 水 吸 走 ， 待 似 干 未 干 时 再 画 。 如 画 山 

水 ， 就 能 显 示 出 雨 后 青 山 苍 翠 欲 滴 的 景 色 。 画 雨 景 ， 画 好 景 物 后 ， 斜 扫 几 笔 淡 墨 ， 能 表 现 雨 的 动 

向 和 模 糊 效 果 。 画 云 ， 用 浓 淡 不 同 的 墨 水 ， 渲 染 出 云 的 飘 流 动 向 和 滚 滚 云 层 。 

3． 点 水 法 　 为 了 表 现 画 面 的 真 实 感 和 笔 触 美 ， 在 画 面 墨 块 上 ， 乘 湿 滴 上 几 点 清 水 。 水 向 外 

发 展 ， 使 墨 洇 开 ， 显 出 斑 斑 痕 迹 ， 造 成 特 殊 而 美 妙 的 效 果 。 还 可 在 画 面 上 ， 乘 湿 滴 些 墨 （ 色 ） 点 ， 以 

增 加 画 面 华 滋 而 深 厚 的 气 氛 。 

4． 溢 水 法 　 类 似 泼 墨 泼 彩 法 。 画 时 ， 用 更 多 的 水 ， 让 水 墨 （ 色 ） 洇 、 渗 、 流 淌 ， 水 色 四 溢 ， 再 加 

勾 画 收 拾 ， 画 面 就 出 现 了 美 妙 景 色 。 还 可 靠 洇 的 作 用 ， 借 水 分 去 扩 展 形 象 。 如 晕 染 山 石 、 树 木 ， 

让 其 出 界 ， 使 画 面 达 到 华 滋 浑 厚 的 效 果 。 

5． 白 纹 法 　 用 净 皮 宣 纸 画 ， 浓 淡 墨 色 均 可 ， 一 笔 下 去 便 成 墨 块 ， 二 笔 下 去 ， 在 和 第 一 笔 相 

结 处 形 成 一 道 白 纹 。 画 时 ， 要 充 分 考 虑 笔 含 水 分 多 少 ， 第 一 笔 与 第 二 笔 之 间 时 间 长 短 ， 笔 画 与 笔 

画 之 间 、 墨 块 与 墨 块 之 间 如 何 相 接 等 等 。 齐 白 石 画 虾 就 采 用 这 种 方 法 。 画 出 的 虾 ， 全 身 透 明 ， 虾 

身 各 节 都 有 白 纹 ， 充 分 表 现 了 虾 的 动 态 和 质 感 。 

6． 湿 染 法 　 湿 染 法 与 湿 纸 法 不 同 。 湿 纸 法 是 先 湿 后 画 。 湿 染 法 是 一 幅 画 完 成 之 后 ， 感 到 空 

间 感 不 强 ， 意 韵 不 富 ， 可 用 排 笔 蘸 清 水 在 整 幅 画 面 上 刷 一 遍 。 待 潮 湿 后 ， 再 用 笔 蘸 淡 墨 （ 色 ） 水 在 

画 面 上 湿 染 ， 以 求 其 色 调 统 一 、 匀 净 。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该 加 重 的 地 方 要 重 染 ， 还 要 注 意 留 气 眼 、 空 

飞 白 ， 以 表 现 物 象 的 空 间 感 、 质 感 和 立 体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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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学 习 中 国 画 的 主 要 方 法 

（ 一 ） 临 　 摹 

临 摹 是 学 习 中 国 画 的 重 要 方 法 。 一 千 多 年 前 ， 谢 赫 在 《 古 画 品 录 》 所 举 “ 六 法 ” 中 提 出 要 “ 传 

移 模 写 ” ， 就 是 要 临 摹 前 人 的 作 品 ， 学 习 前 人 怎 样 反 映 生 活 ， 怎 样 运 用 笔 墨 ， 怎 样 表 现 物 象 的 形 

神 ， 怎 样 构 图 以 及 设 色 等 等 。 

怎 样 临 摹 呢 ？ 

1． 首 先 要 根 据 自 己 的 爱 好 ， 选 好 临 本 。 临 本 以 原 作 为 最 理 想 ， 因 原 作 较 大 而 画 面 清 晰 ， 便 

于 学 习 研 究 和 临 摹 。 照 相 版 的 印 刷 品 ， 较 大 而 清 晰 的 也 可 用 。 古 代 名 人 作 品 要 临 摹 ， 现 代 名 家 

作 品 要 临 摹 ， 中 青 年 画 家 只 要 在 某 一 方 面 比 自 己 好 的 都 要 学 ， 学 习 面 越 宽 越 好 。 

2． 选 好 了 临 本 ， 就 要 认 真 仔 细 地 读 画 。 读 画 很 要 紧 ， 就 是 不 要 光 看 作 品 的 外 貌 ， 更 重 要 的 

是 领 会 作 品 的 精 神 实 质 ， 看 他 是 怎 样 画 出 来 的 ， 然 后 才 动 笔 临 摹 。 可 面 对 作 品 临 摹 ， 也 可 背 着 作 

品 临 摹 。 总 之 ， 要 把 人 家 的 技 法 学 到 手 。 

3． 选 好 临 本 ， 要 一 家 一 家 去 临 摹 。 不 要 今 天 临 摹 这 家 ， 明 天 临 摹 那 家 ， 换 来 换 去 一 无 所 获 。 

要 临 摹 好 一 家 再 临 摹 别 家 为 好 。 因 为 只 临 摹 一 家 ， 钻 进 去 不 易 出 来 ， 多 临 摹 别 家 就 容 易 跳 出 来 ， 

再 加 上 自 己 的 认 识 、 感 受 ， 就 能 画 出 自 家 的 风 貌 。 

4． 临 摹 要 求 做 到 与 原 作 精 神 基 本 一 致 ， 最 好 能 达 到 “ 乱 真 ” 程 度 。 有 人 说 不 要 学 谁 像 谁 ， 这 

是 指 个 人 风 格 讲 的 ， 对 于 初 学 者 ， 特 别 是 临 摹 ， 就 要 学 谁 像 谁 。 

5． 要 坚 持 不 懈 地 临 摹 下 去 。 临 摹 是 艰 苦 的 基 本 功 的 锻 炼 ， 需 要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才 能 得 到 收 

获 ， 急 于 求 成 是 不 行 的 。 学 画 须 有 坚 忍 的 毅 力 和 强 制 自 我 的 精 神 ， 踏 踏 实 实 ， 才 能 逐 步 地 画 出 成 

绩 来 。 

（ 二 ） 写 　 生 

写 生 是 继 承 发 扬 中 国 画 “ 师 造 化 ” 的 优 良 传 统 。 谢 赫 在 “ 六 法 ” 中 指 出 ， 要 “ 应 物 象 形 ” 。 就 是 

要 面 对 实 物 写 生 ， 才 能 达 到 “ 象 形 ” 。 写 生 必 须 深 入 生 活 ， 到 大 自 然 中 去 观 察 ， 感 受 绚 丽 多 彩 、 美 

妙 无 穷 的 大 千 世 界 ， 从 而 对 绘 画 产 生 激 情 ， 为 创 作 搜 集 素 材 。 

怎 样 写 生 呢 ？ 

1． 要 深 入 细 致 地 观 察 ， 认 识 不 同 对 象 的 形 体 特 征 和 运 动 变 化 规 律 。 通 常 讲 山 水 画 要 “ 远 望 

之 ， 以 取 其 势 ； 近 看 之 ， 以 取 其 质 ” 。 就 是 要 抓 住 对 象 的 总 体 气 势 来 组 织 画 面 ， 使 整 幅 的 丘 壑 变 化 

和 细 节 造 型 能 协 调 统 一 。 古 人 还 指 出 ， 观 察 景 物 要 “ 山 形 步 步 移 ” ， “ 山 形 面 面 看 ” 。 说 明 中 国 画 

观 察 物 象 不 固 定 在 一 个 视 点 上 。 人 随 景 移 ， 远 看 近 察 ， 前 看 后 观 ， 才 能 全 面 了 解 物 象 在 不 同 空 间 

中 的 变 化 和 神 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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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速 写 和 默 写 

2． 观 察 之 后 ， 把 有 代 表 性 的 最 完 美 、 最 生 动 、 最 典 型 的 物 象 有 选 择 地 画 出 来 。 不 要 通 览 全 

貌 ， 一 概 画 之 。 大 自 然 的 景 物 并 非 完 美 无 缺 ， 有 的 可 以 入 画 ， 有 的 不 一 定 能 入 画 。 因 此 ， 还 必 须 

认 真 地 选 择 ， 大 胆 地 取 舍 、 夸 张 、 变 形 ， 才 能 画 出 完 美 、 理 想 的 效 果 来 。 

3． 写 生 是 一 项 艰 苦 劳 动 ， 不 能 求 多 ， 要 求 精 ， 要 手 画 心 记 。 因 为 写 生 稿 一 般 只 是 个 素 材 ， 创 

作 时 不 可 能 看 着 许 多 写 生 稿 去 画 ， 最 重 要 的 是 画 出 心 中 记 忆 的 景 物 。 写 生 稿 只 是 帮 助 记 忆 。 只 

有 心 记 ， 而 且 记 得 愈 多 愈 熟 悉 ， 在 创 作 时 ， 好 像 许 多 景 物 就 出 现 眼 前 ， 活 跃 在 纸 上 ， 才 能 得 心 应 

手 而 且 自 然 地 描 绘 出 真 实 、 概 括 、 生 动 而 又 形 神 兼 备 的 形 象 来 。 

速 写 是 在 很 短 时 间 内 ， 迅 速 地 以 概 括 简 练 的 线 条 ， 把 物 象 的 特 征 和 动 态 画 出 来 。 这 需 要 有 

敏 锐 的 观 察 力 ， 写 生 的 基 础 ， 准 确 的 造 型 能 力 。 速 写 是 搜 集 素 材 的 好 方 法 ， 我 们 应 当 学 习 、 掌 握 ， 

养 成 习 惯 ， 经 常 携 带 速 写 本 ， 走 到 哪 里 画 到 哪 里 。 

默 写 不 同 于 写 生 时 对 着 物 象 作 画 ， 而 是 把 生 活 中 观 察 感 受 的 物 象 ， 凭 记 忆 和 想 像 把 它 画 出 

来 。 经 常 默 写 ， 可 以 提 高 自 己 的 表 现 能 力 ， 有 利 于 创 作 。 

（ 四 ） 素 　 描 

素 描 是 研 究 造 型 的 科 学 。 它 的 目 的 是 准 确 地 把 握 和 反 映 客 观 事 物 的 形 象 。 就 是 通 过 描 绘 

客 观 事 物 的 形 象 、 轮 廓 、 明 暗 、 层 次 及 透 视 等 ， 达 到 形 象 的 准 确 性 。 我 们 必 须 学 习 素 描 ， 提 高 造 型 

能 力 。 绘 画 是 形 象 艺 术 ， 造 型 能 力 不 强 或 没 有 造 型 能 力 ， 是 无 法 进 行 创 作 的 。 

素 描 原 是 西 洋 画 的 基 础 技 法 ， 现 在 我 国 美 术 院 校 的 中 国 画 系 ， 都 把 素 描 列 为 必 修 课 ， 对 推 

动 中 国 画 的 发 展 、 创 新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西 洋 画 技 法 不 仅 造 型 准 确 ， 而 且 光 感 、 色 彩 的 运 用 都 是 好 的 ， 其 水 彩 画 技 法 中 水 的 运 用 ， 水 

色 的 融 合 也 是 好 的 。 要 丰 富 中 国 画 的 技 法 ， 这 些 都 需 要 学 习 借 鉴 。 吸 收 外 来 营 养 ， “ 洋 为 中 用 ” ， 

很 有 好 处 ， 绝 不 会 影 响 中 国 画 的 民 族 风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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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写 意 花 鸟 画 技 法 

花 鸟 画 是 我 国 传 统 绘 画 的 一 个 重 要 画 科 ， 具 有 悠 久 的 历 史 和 很 高 的 艺 术 成 就 。 长 期 以 来 ， 

为 我 国 人 民 所 喜 爱 ， 在 世 界 上 享 有 盛 誉 。 花 鸟 画 用 象 征 、 比 拟 的 手 法 ， 以 绚 丽 多 彩 、 朝 气 蓬 勃 、 欣 

欣 向 荣 的 丰 富 内 容 ， 歌 颂 祖 国 的 繁 荣 兴 盛 ， 反 映 人 们 美 好 幸 福 的 生 活 ， 抒 发 乐 观 向 上 的 思 想 感 

情 ， 使 人 们 在 美 的 享 受 中 受 到 鼓 舞 ， 从 而 精 神 奋 发 地 投 入 工 作 和 生 活 。 

花 鸟 画 题 材 广 泛 ， 画 法 不 一 ， 不 可 能 一 一 讲 述 。 现 对 写 意 花 鸟 画 技 法 作 简 要 介 绍 。 

（ 一 ） 梅 花 画 法 

梅 花 是 我 国 人 民 最 喜 爱 的 花 。 它 开 在 严 冬 ， 迎 来 春 天 ， 香 气 沁 人 ， 寓 意 深 刻 。 它 不 畏 严 寒 ， 

傲 霜 斗 雪 ， 冰 清 玉 洁 笑 春 风 ， 一 花 独 先 天 下 春 。 很 多 人 把 它 作 为 我 们 民 族 性 格 的 象 征 。 梅 花 是 

历 来 画 家 乐 于 表 现 的 题 材 。 画 法 如 下 ： 

1． 花 的 画 法 （ 见 图 12） 

梅 花 花 瓣 呈 圆 形 ， 有 单 瓣 、 复 瓣 两 种 。 单 瓣 五 出 ， 复 瓣 多 出 ， 在 国 画 中 多 画 单 瓣 。 花 色 有 红 、 

白 、 绿 、 黄 等 。 花 的 画 法 有 勾 圈 法 和 点 写 法 两 种 ： 

勾 圈 法 ： 

（ 1） 用 较 小 的 笔 ， 蘸 淡 墨 用 中 锋 圈 出 花 瓣 。 以 圆 圈 作 花 瓣 的 轮 廓 线 ， 圈 成 五 瓣 即 成 白 梅 。 在 

花 的 周 围 衬 托 较 浅 的 颜 色 （ 如 淡 蓝 、 淡 绿 ） ， 更 显 花 的 洁 白 。 

（ 2） 在 勾 圈 花 内 填 上 朱 红 、 胭 脂 或 黄 、 绿 色 ， 就 成 红 梅 或 腊 梅 、 绿 梅 。 

（ 3） 梅 花 形 体 较 小 ， 花 瓣 更 小 ， 勾 圈 时 一 笔 圈 出 为 好 。 一 朵 花 也 不 能 一 笔 圈 一 瓣 ， 而 要 熟 练 

地 用 一 两 笔 圈 成 。 不 要 蘸 一 次 墨 只 圈 画 一 朵 花 ， 而 要 连 续 地 圈 画 出 几 朵 花 来 。 这 样 运 笔 有 连 续 

性 ， 有 轻 重 ， 有 力 度 ， 勾 画 的 花 自 然 生 动 ， 才 符 合 写 意 画 的 要 求 。 

（ 4） 由 于 视 角 不 同 ， 花 的 五 瓣 也 不 可 能 完 全 露 出 来 。 因 此 花 瓣 有 大 有 小 ， 有 圆 有 扁 ， 有 藏 有 

露 。 

（ 5） 画 花 蒂 应 贴 在 花 下 边 ， 通 常 为 左 右 各 点 一 点 、 中 间 一 竖 ， 即 “ 丫 ” 字 形 为 宜 。 

（ 6） 花 蕊 用 中 锋 浓 墨 画 出 ， 要 有 力 度 ， 才 见 精 神 。 蕊 中 的 须 和 点 ， 不 宜 太 多 、 太 长 。 红 梅 、 绿 

梅 、 腊 梅 花 的 花 蒂 花 蕊 ， 也 可 用 墨 绿 、 胭 脂 、 赭 石 来 画 。 

（ 7） 花 长 在 枝 上 ， 画 花 时 不 可 距 枝 太 远 ， 也 不 能 将 花 朵 朵 都 贴 在 枝 上 ， 要 留 出 画 蒂 的 地 方 。 

（ 8） 花 画 在 枝 上 不 能 平 均 排 列 ， 要 有 聚 有 散 。 一 幅 画 有 许 多 枝 ， 画 花 时 要 有 疏 有 密 ， 有 前 有 

后 ， 有 浓 有 淡 。 

点 写 法 ： 

画 红 梅 、 绿 梅 、 腊 梅 、 墨 梅 都 可 用 点 写 法 。 用 点 写 法 画 红 梅 ， 先 将 中 楷 笔 调 好 含 水 量 ， 蘸 上 朱 

砂 或 大 红 ， 使 笔 肚 色 浓 ， 笔 根 色 淡 ， 再 在 笔 尖 上 蘸 上 少 许 曙 红 或 胭 脂 ， 在 调 色 盘 上 稍 加 调 和 ，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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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树 干 画 法 （ 见 图 13） 

（ 1） 用 较 大 的 笔 ， 掌 握 好 含 水 量 ， 先 在 笔 上 蘸 淡 墨 ， 再 在 笔 尖 上 蘸 浓 墨 ， 在 盘 中 稍 加 调 和 ， 着 

纸 时 要 大 胆 、 沉 着 而 有 力 地 画 出 干 来 。 运 笔 要 有 快 慢 、 顿 挫 ， 要 掌 握 好 干 湿 浓 淡 ， 以 表 现 老 干 的 

苍 劲 刚 健 之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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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树 干 

图 12　 花 朵 

尖 着 纸 往 上 移 动 ， 迅 速 把 笔 身 按 下 去 ， 即 点 成 花 瓣 ， 画 成 红 梅 。 画 其 他 颜 色 的 梅 花 ， 方 法 一 样 ， 只 

是 蘸 色 不 同 。 点 写 法 画 花 的 其 它 要 求 和 勾 圈 法 一 样 ， 没 有 什 么 区 别 。 



（ 2） 老 干 一 笔 画 出 后 ， 不 可 能 完 美 无 缺 ， 要 适 当 地 添 画 辅 助 线 ， 在 未 干 时 用 浓 墨 点 苔 ， 并 在 

太 光 滑 处 稍 加 皴 擦 ， 以 显 老 干 的 质 感 。 

（ 3） 老 干 不 宜 全 露 ， 根 据 构 图 需 要 ， 适 当 留 出 空 白 ， 让 枝 花 掩 盖 部 分 老 干 为 好 。 

3． 枝 、 梗 画 法 （ 见 图 14、 15、 16） 

老 干 出 枝 ， 有 粗 有 细 ， 梗 较 粗 ， 枝 较 细 。 其 画 法 如 下 ： 

（ 1） 画 枝 用 中 楷 笔 、 蘸 浓 墨 中 锋 写 出 。 行 笔 要 稳 健 、 有 力 、 有 顿 挫 ， 以 表 现 木 本 节 的 质 感 。 

（ 2） 画 梗 和 画 老 干 的 方 法 一 样 。 老 干 画 好 后 乘 湿 随 即 画 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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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枝 横 斜 

图 14　 枝 下 垂 



图 16　 枝 交 叉 、 上 挑 

（ 3） 老 干 、 梗 、 枝 都 不 宜 画 得 过 直 ， 以 “ 弓 ” 

形 为 好 。 

（ 4） 枝 从 梗 出 ， 要 先 画 出 较 粗 的 梗 ， 再 在 梗 

上 向 不 同 方 向 画 出 长 短 粗 细 不 同 的 枝 来 。 梗 和 

枝 都 要 留 出 画 花 的 空 白 。 

（ 5） 一 幅 画 需 表 现 许 多 枝 ， 要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有 疏 有 密 ， 有 聚 有 散 ， 穿 插 得 当 ， 层 次 分 明 ， 

有 浓 有 淡 。 决 不 可 平 均 刻 画 ， 应 避 免 杂 乱 无 章 。 

4． 画 梅 步 骤 

先 画 树 干 ， 未 干 时 接 着 画 梗 ， 再 画 主 枝 ， 然 

后 画 花 。 最 后 视 画 面 情 况 补 枝 添 花 ， 直 到 满 意 

为 止 （ 见 图 17、 18、 19） 。 

图 17　 白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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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兰 的 画 法 

兰 ， 又 叫 春 兰 ， 野 生 于 我 国 南 部 和 东 部 山 坡 林 荫 下 。 叶 片 细 长 ， 春 天 开 花 ， 花 为 五 瓣 ， 浅 赭 黄 

或 淡 黄 绿 色 ， 幽 香 沁 人 。 为 我 国 盆 栽 花 卉 之 一 。 也 是 画 家 乐 于 表 现 的 题 材 。 画 法 如 下 ： 

1． 叶 的 画 法 （ 见 图 20） 

（ 1） 画 兰 关 键 在 画 叶 。 一 株 兰 有 三 五 叶 ， 古 人 画 兰 用 “ 撇 叶 法 ” ， 就 是 用 遒 劲 有 力 的 笔 触 ， 同 

写 字 一 样 ， 一 笔 一 笔 地 写 。 方 法 是 ： 一 撇 、 二 交 、 三 破 、 四 五 折 。 一 撇 是 起 手 第 一 笔 ； 二 交 是 第 二 

笔 和 第 一 笔 相 交 ； 三 破 是 破 第 一 笔 和 第 二 笔 相 交 而 形 成 的 空 间 形 象 ， 即 “ 凤 眼 ” 、 “ 象 眼 ” ； 四 五 折 

是 画 四 笔 或 五 笔 叶 时 要 折 叶 ， 以 求 自 然 生 动 。 

（ 2） 叶 要 从 根 部 起 笔 画 出 ， 运 笔 要 用 中 锋 、 顺 锋 和 逆 锋 。 画 兰 是 写 意 画 练 笔 的 好 题 材 ， 要 笔 

笔 见 锋 ， 才 能 显 示 其 风 骨 遒 劲 的 质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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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绿 梅  　 图 19　 红 梅 



图 20　 兰 叶 

（ 3） 画 叶 要 有 起 笔 方 向 ， 也 叫 起 笔 式 。 一 株 兰 ， 第 一 笔 确 定 了 方 向 ， 其 它 各 笔 都 顺 着 这 个 方 

向 画 去 。 根 据 创 作 意 图 ， 一 幅 画 可 选 上 下 左 右 不 同 方 向 起 笔 。 确 定 起 笔 方 向 ， 使 画 叶 笔 笔 有 序 ， 

繁 而 不 乱 。 

（ 4） 画 叶 要 有 长 有 短 ， 主 叶 根 边 可 画 一 两 笔 短 叶 。 叶 根 要 成 丛 ， 不 要 分 散 ， 也 不 要 过 齐 。 

（ 5） 创 作 时 ， 可 画 单 株 ， 或 两 株 成 组 ， 也 可 三 五 株 成 组 ， 甚 至 更 多 株 成 组 （ 见 图 21、 22、 23） 。 

一 幅 画 画 多 少 组 为 好 ， 要 根 据 创 作 意 图 和 画 面 需 要 而 定 。 画 叶 要 穿 插 自 然 ， 并 注 意 疏 密 聚 散 和 

前 后 层 次 。 

图 21　 一 株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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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下 垂 兰 

2． 花 的 画 法 （ 见 图 24） 

（ 1） 花 有 五 瓣 ， 分 内 外 两 层 。 花 开 的 情 形 不 同 ， 内 层 有 两 瓣 ， 也 有 三 瓣 ； 外 层 有 三 瓣 ， 也 有 两 

瓣 。 外 层 先 开 ， 内 层 晚 开 。 画 时 ， 用 中 楷 或 大 兰 竹 笔 ， 蘸 浅 墨 中 锋 出 之 。 先 画 内 层 花 瓣 ， 再 画 外 

层 花 瓣 。 

（ 2） 接 着 用 浓 墨 在 花 瓣 之 间 点 花 蕊 。 如 同 草 书 写 点 似 的 ， 笔 往 花 瓣 中 间 连 顿 两 三 点 即 成 。 

（ 3） 兰 有 一 茎 一 花 ， 也 有 一 茎 多 花 。 茎 从 叶 根 出 ， 用 淡 墨 画 。 一 茎 多 花 ， 花 在 茎 上 要 错 开 ， 不 

要 对 着 排 列 。 

· 21 · 

图 22　 三 株 兰 



（ 三 ） 竹 的 画 法 

（ 4） 花 虽 五 瓣 ， 但 有 含 苞 待 放 和 初 放 、 全 放 之 别 。 只 有 全 放 的 才 呈 五 瓣 ； 含 苞 待 放 的 ， 点 一 两 

笔 即 可 ； 初 放 的 需 要 画 三 四 瓣 才 成 。 

（ 5） 画 时 要 注 意 花 的 动 态 ， 即 花 的 仰 式 、 侧 式 和 垂 式 ， 才 见 生 动 自 然 。 

图 24　 兰 花 

3． 画 兰 步 骤 

画 兰 先 画 叶 ， 接 着 画 花 茎 ， 后 画 花 。 也 可 先 画 叶 ， 接 着 画 花 ， 后 补 画 花 茎 。 创 作 时 ， 如 须 画 石 ， 

可 先 画 石 后 画 兰 ， 也 可 先 画 兰 后 补 石 ， 怎 样 为 好 ， 要 按 画 面 情 况 和 个 人 习 惯 而 定 。 

竹 ， 多 年 生 常 绿 植 物 ， 南 方 较 多 ， 深 山 老 林 ， 平 原 水 际 ， 到 处 可 见 。 由 于 北 方 寒 冷 ， 种 植 较 少 。 

竹 茎 木 质 ， 中 空 有 节 ， 叶 似 剑 鞘 ， 春 天 生 笋 ， 当 年 成 竹 。 竹 性 坚 贞 ， 虚 心 有 节 ， 不 畏 严 寒 ， 傲 霜 斗 

雪 ， 象 征 着 高 尚 品 格 。 人 们 把 它 和 梅 、 兰 、 菊 并 称 “ 四 君 子 ” 。 竹 可 单 独 成 画 ， 也 可 与 其 他 花 卉 合 

并 成 图 。 是 写 意 花 鸟 画 的 重 要 题 材 。 古 人 云 ： “ 喜 气 写 兰 ， 怒 气 画 竹 。 ” 画 竹 要 胸 有 成 竹 ， 精 神 贯 

注 ， 竭 全 身 之 力 于 笔 端 ， 才 能 画 出 竹 的 刚 劲 有 力 、 坚 贞 不 屈 的 特 性 来 。 

1． 竹 竿 画 法 （ 见 图 25） 

（ 1） 根 据 竹 竿 的 粗 细 ， 选 择 大 小 适 合 的 笔 ， 蘸 淡 墨 后 蘸 少 量 浓 墨 ， 在 盘 中 稍 调 ， 用 中 锋 画 竿 。 

从 根 部 一 节 一 节 地 逆 锋 向 上 画 。 也 可 根 据 自 己 的 习 惯 ， 由 上 往 下 画 ， 起 笔 稍 顿 ， 向 前 推 进 ， 收 笔 

一 挑 ， 便 成 一 节 。 

（ 2） 竿 节 画 成 后 ， 随 即 用 浓 墨 画 节 线 ， 要 成 “ 乙 ” 字 形 。 起 笔 从 左 轻 轻 向 下 一 顿 ， 往 右 画 稍 弯 

一 笔 ， 收 笔 向 上 一 挑 即 成 。 

（ 3） 大 毛 竹 竿 较 粗 ， 可 用 排 笔 两 边 蘸 墨 ， 中 间 空 下 ， 画 后 竿 身 自 然 形 成 浓 淡 深 浅 ， 体 积 感 强 ， 

非 常 耐 看 。 

（ 4） 竹 竿 上 、 中 、 下 部 各 节 ， 生 长 长 度 和 粗 细 不 一 。 下 部 各 节 较 短 、 较 粗 ， 中 部 以 上 各 节 依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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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竹 竿 、 竹 枝 

较 长 、 较 细 ， 画 时 要 加 以 注 意 。 

（ 5） 画 多 株 竹 竿 ， 竿 与 竿 之 间 要 有 疏 有 密 ， 有 粗 有 细 ， 有 前 有 后 ， 纵 横 交 错 ， 才 能 产 生 节 奏 

感 。 

2． 竹 枝 画 法 （ 见 图 25） 

（ 1） 竹 枝 是 生 叶 处 ， 枝 从 竿 节 出 ， 竿 下 部 节 无 枝 ， 枝 都 生 长 在 竿 的 上 部 节 处 。 画 时 ， 要 注 意 枝 

的 这 一 生 长 规 律 。 

（ 2） 枝 有 节 ， 画 两 三 节 后 画 小 枝 ， 要 画 出 “ 鹿 角 ” 或 “ 鹊 爪 ” 形 状 。 

（ 3） 竹 竿 节 上 两 边 生 枝 ， 画 多 少 要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来 布 局 ， 可 两 边 都 画 ， 也 可 一 边 画 。 不 要 节 

节 都 画 枝 ， 叶 多 枝 多 画 ， 叶 少 枝 少 画 。 竹 竿 下 部 不 画 枝 。 

（ 4） 画 枝 要 有 动 势 。 根 据 风 向 ， 枝 可 横 出 ， 也 可 下 垂 。 

3． 竹 叶 画 法 （ 见 图 26） 

（ 1） 画 叶 要 用 毫 毛 较 硬 的 紫 毫 笔 或 兼 毫 笔 ， 蘸 浓 墨 中 锋 出 之 。 下 笔 要 刚 劲 有 力 ， 实 按 虚 起 、 

一 抹 即 成 。 不 能 涂 改 ， 不 能 重 复 ， 叶 片 就 飘 洒 自 然 ， 生 动 有 致 。 

（ 2） 画 单 一 叶 片 ， 可 用 一 笔 ； 画 小 枝 叶 片 ， 要 用 两 笔 、 三 笔 、 四 笔 ， 成 “ 人 ” 、 “ 个 ” 、 “ 介 ” 字 形 态 。 

画 时 按 笔 序 从 左 至 右 ， 从 上 至 下 ， 一 笔 一 笔 地 画 。 竹 叶 要 有 侧 有 垂 ， 有 粗 有 细 。 

（ 3） 一 幅 画 有 无 数 竹 叶 ， 也 就 是 由 许 多 个 “ 人 ” 、 “ 个 ” 、 “ 介 ” 字 综 合 组 成 （ 见 图 27） 。 这 就 需 要 

叶 与 叶 ， 即 字 与 字 相 互 交 叠 。 交 叠 时 要 注 意 起 笔 动 势 、 疏 密 聚 散 、 前 后 层 次 。 不 要 死 抠 字 形 ， 更 

不 要 在 一 幅 画 中 只 用 一 个 字 形 去 表 现 ， 对 字 形 要 灵 活 运 用 。 

（ 4） 古 人 画 竹 叶 有 四 忌 ， 即 ： 尖 不 似 芦 ， 细 不 似 柳 ， 三 不 似 川 ， 四 不 似 手 。 前 两 忌 指 竹 叶 刚 直 

如 剑 鞘 ， 不 能 画 成 芦 叶 尖 和 柳 叶 那 样 弯 曲 无 力 。 后 两 忌 “ 川 ” 和 “ 手 ” 是 指 叶 的 组 成 ， 三 片 叶 不 能 

像 “ 川 ” 字 笔 画 那 样 分 离 、 平 排 ； 四 片 叶 不 能 像 手 指 头 那 样 连 在 巴 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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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晴 竹 

4． 风 竹 、 雨 竹 、 雪 竹 、 新 竹 及 竹 笋 的 画 法 

（ 1） 风 竹 要 考 虑 风 力 大 小 和 风 势 方 向 ， 才 能 动 笔 。 顺 着 风 的 方 向 ， 画 出 竹 竿 的 弯 度 和 竹 叶 的 

飘 向 。 竹 叶 因 风 的 吹 动 ， 不 能 完 全 按 字 形 来 表 现 ， 这 是 有 别 于 晴 竹 的 一 个 特 征 （ 见 图 28） 。 

（ 2） 雨 竹 先 要 考 虑 雨 的 大 小 ， 然 后 起 笔 。 笔 含 水 量 要 多 ， 大 雨 用 水 量 更 多 ， 以 表 现 水 淋 淋 的 

感 觉 。 雨 中 的 竹 叶 ， 特 别 是 大 雨 ， 看 不 清 叶 片 字 形 的 组 合 ， 不 能 完 全 按 字 形 去 画 （ 图 29） 。 

（ 3） 画 雪 竹 ， 起 笔 画 竹 叶 时 ， 要 考 虑 留 出 积 雪 的 空 白 ， 不 能 完 整 地 画 出 竹 叶 来 。 积 聚 在 一 起 

的 竹 叶 ， 上 面 留 白 ， 下 面 画 少 量 不 太 完 整 的 叶 片 ， 而 且 要 画 模 糊 些 。 然 后 用 排 笔 蘸 淡 墨 水 渲 染 背 

景 ， 以 便 衬 托 出 竹 叶 积 雪 的 空 白 来 。 干 后 ， 用 锌 白 粉 在 天 空 和 枝 叶 上 点 洒 飞 雪 （ 见 图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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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竹 叶 







（ 四 ） 菊 花 画 法 

（ 4） 新 竹 要 用 淡 墨 画 ， 枝 叶 不 要 多 ， 要 向 上 ， 以 表 现 正 在 成 长 （ 见 图 31） 。 

（ 5） 画 竹 笋 时 ， 笔 应 先 蘸 淡 墨 ， 再 在 笔 尖 上 蘸 少 许 浓 墨 ， 在 盘 中 稍 调 后 ， 由 下 起 笔 逆 锋 向 上 ， 

并 错 开 成 左 一 笔 、 右 一 笔 ， 直 到 梢 处 。 每 一 笔 收 笔 处 用 稍 重 的 墨 画 一 叶 尖 。 画 上 面 的 笋 尖 ， 直 着 

向 下 画 两 笔 即 成 。 然 后 ， 适 当 地 在 笋 上 点 几 点 稍 重 的 墨 点 。 画 笋 要 “ 下 粗 上 细 顶 上 尖 ” ， 以 表 现 

笋 的 生 态 （ 见 图 31） 。 

5． 画 竹 步 骤 

先 画 竿 ， 接 着 画 枝 ， 然 后 画 叶 ， 最 后 看 画 面 情 况 补 枝 添 叶 。 

菊 花 是 人 们 喜 爱 的 花 ， 它 性 耐 寒 ， 能 傲 霜 ， 常 被 人 比 喻 为 高 尚 品 格 。 是 历 代 画 家 乐 于 表 现 的 

题 材 。 画 法 如 下 ： 

1． 花 的 画 法 （ 见 图 32） 

菊 花 品 种 很 多 ， 画 法 不 一 。 写 意 画 大 多 用 勾 花 法 ， 画 出 的 花 较 为 精 神 。 

（ 1） 首 先 要 确 定 花 头 的 方 向 ， 然 后 才 能 有 序 地 画 出 花 的 姿 态 来 。 

（ 2） 花 头 如 向 上 、 向 左 、 向 右 ， 起 笔 就 先 画 花 头 ， 然 后 再 画 花 的 下 部 和 左 、 右 部 分 。 如 画 下 垂 

的 花 ， 可 从 花 的 中 部 起 笔 往 下 画 ， 画 出 花 头 后 ， 再 在 上 面 和 左 、 右 添 画 花 瓣 即 成 。 

（ 3） 圆 头 菊 花 瓣 多 饱 满 ， 不 画 花 蕊 。 画 平 头 花 ， 花 形 中 间 要 留 白 ， 从 四 边 画 瓣 ， 中 间 留 白 处 用 

浓 墨 点 花 蕊 。 

（ 4） 花 不 宜 画 得 太 圆 ， 太 圆 就 呆 板 了 。 

（ 5） 按 上 述 画 法 画 出 的 白 菊 花 ， 如 用 红 、 黄 、 淡 绿 等 色 填 在 花 瓣 上 就 成 为 红 菊 花 、 黄 菊 花 和 

淡 绿 菊 花 。 填 色 时 不 要 把 每 个 花 瓣 都 填 实 ， 要 留 点 白 才 显 鲜 嫩 、 活 泼 、 好 看 。 红 菊 花 可 用 深 红 色 

画 瓣 ， 再 用 稍 浅 的 红 色 填 上 。 白 菊 花 在 暗 处 或 在 花 的 轮 廓 线 外 ， 稍 染 些 淡 绿 色 ， 以 显 白 嫩 。 

图 32　 菊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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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梗 的 画 法 （ 见 图 33） 

（ 1） 花 画 完 后 ， 接 着 画 梗 。 梗 的 墨 色 稍 浓 些 ， 顺 着 花 蒂 ，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用 中 锋 向 不 同 方 向 画 

下 去 。 要 有 力 度 ， 画 苍 老 些 ， 而 且 有 毛 边 ， 才 有 质 感 。 

（ 2） 叶 生 长 在 梗 上 ， 只 有 先 画 梗 ， 才 便 于 安 排 叶 的 位 置 。 特 别 是 画 丛 菊 ， 要 处 理 好 叶 的 疏 密 

聚 散 和 前 后 层 次 。 

3． 叶 的 画 法 （ 见 图 33） 

 （ 1） 菊 花 叶 呈 卵 形 ， 有 圆 尖 、 缺 凹 及 锯 齿 ， 有 正 、 反 、 卷 等 动 态 。 

（ 2） 用 中 号 笔 ， 蘸 浓 淡 不 同 的 墨 或 花 青 等 色 ， 以 侧 锋 点 画 ， 一 片 叶 需 两 三 笔 画 成 。 

（ 3） 叶 画 完 后 要 用 浓 墨 趁 湿 勾 筋 。 使 勾 筋 的 墨 色 洇 漫 ， 使 之 与 叶 片 颜 色 融 为 一 体 。 叶 的 正 、 

反 、 卷 等 ， 重 在 勾 筋 。 因 此 ， 叶 画 好 之 后 ， 勾 筋 一 定 要 认 真 仔 细 。 

图 33　 梗 与 叶 

图 34 　 秋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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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花 、 梗 与 叶 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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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画 菊 花 步 骤 （ 见 图 34、 35） 

先 画 近 花 和 花 苞 ， 再 画 花 梗 ， 接 着 画 叶 ， 再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适 当 添 花 苞 补 叶 ， 最 后 配 鸟 。 



（ 五 ） 牡 丹 花 画 法 

牡 丹 花 ， 花 朵 圆 润 肥 大 ， 娇 艳 华 丽 ， 有 “ 花 中 王 ” 的 美 称 。 花 有 大 红 、 深 红 、 粉 红 、 黄 、 紫 、 白 、 淡 

绿 等 多 色 品 种 。 画 家 表 现 最 多 的 是 大 红 、 白 以 及 墨 色 牡 丹 。 画 法 如 下 ： 

1． 花 的 画 法 （ 见 图 36） 

（ 1） 下 笔 之 前 要 确 定 花 头 的 方 向 、 花 心 在 哪 里 ， 以 便 安 排 花 瓣 的 位 置 和 下 笔 的 顺 序 。 

（ 2） 如 果 花 头 向 上 ， 就 先 画 花 头 。 顺 着 花 头 往 下 ， 左 右 一 笔 一 笔 地 画 下 去 。 如 果 花 心 在 中 间 ， 

要 围 绕 花 心 向 四 面 一 笔 一 笔 画 下 去 ， 直 至 画 成 圆 形 花 朵 ； 但 不 宜 太 圆 ， 圆 中 有 缺 才 显 得 活 泼 生 

动 。 

（ 3） 画 花 瓣 要 用 中 号 斗 笔 ， 含 水 量 要 稍 大 些 ， 笔 肚 蘸 淡 红 ， 笔 尖 蘸 曙 红 和 胭 脂 ， 在 盘 中 稍 加 

调 和 ， 用 侧 锋 起 笔 着 画 。 

（ 4） 作 画 时 ， 运 笔 要 有 连 续 性 ， 要 泼 辣 奔 放 ， 一 气 呵 成 。 色 彩 要 浓 淡 适 宜 ， 有 些 花 瓣 之 间 要 留 

点 空 白 ， 不 要 画 得 太 实 ， 每 瓣 之 间 最 好 能 显 出 笔 痕 来 。 画 好 后 随 即 在 花 心 用 浓 墨 或 深 黄 色 适 当 

地 点 花 蕊 。 这 样 ， 才 能 画 出 牡 丹 花 丰 艳 华 丽 、 雍 容 圆 润 的 神 态 来 。 

（ 5） 画 花 苞 同 画 花 瓣 一 样 ， 调 好 笔 上 的 颜 色 ， 抹 上 三 两 笔 呈 圆 形 。 随 即 添 两 片 包 花 苞 的 小 叶 

即 可 。 

2． 叶 的 画 法 （ 见 图 36） 

 （ 1） 牡 丹 花 叶 较 茂 盛 ， 每 一 叶 梗 有 三 片 叶 ， 每 片 叶 用 三 笔 画 成 。 

（ 2） 画 叶 用 小 斗 笔 ， 蘸 墨 后 调 好 浓 淡 ， 画 出 正 、 反 、 卷 各 种 形 态 的 叶 状 。 趁 湿 用 小 号 笔 蘸 浓 墨 

勾 出 叶 筋 。 勾 筋 要 有 力 度 ， 可 适 当 地 勾 出 叶 片 外 。 

（ 3） 叶 的 色 彩 不 能 平 淡 一 样 ， 要 有 浓 有 淡 ， 一 幅 画 中 要 画 几 片 浓 重 的 叶 子 ， 才 见 精 神 。 

图 36　 牡 丹 花 、 苞 、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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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荷 花 画 法 

图 37　 春 艳 

 3． 干 枝 画 法 （ 见 图 37） 

（ 1） 牡 丹 干 枝 为 老 干 嫩 枝 ， 枝 上 生 花 。 老 干 要 用 獾 毫 笔 蘸 浓 重 墨 出 之 。 要 笔 锋 老 辣 、 力 度 强 ， 

笔 道 两 边 以 毛 糙 为 妙 。 

（ 2） 嫩 枝 用 淡 墨 从 花 蒂 下 画 出 ， 与 老 干 连 结 一 体 。 画 枝 不 要 过 直 ， 以 弧 线 为 佳 。 

（ 3）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可 画 几 笔 老 干 新 芽 ， 即 用 红 色 蘸 淡 墨 在 老 干 上 点 几 大 点 即 成 。 

4． 画 牡 丹 花 步 骤 

先 画 花 和 花 苞 ， 再 z画 枝 ， 接 着 画 叶 ， 然 后 画 老 干 。 最 后 看 画 面 需 要 ， 补 几 笔 老 干 新 芽 即 成 。 

荷 花 ， 出 淤 泥 而 不 染 ， 高 洁 芬 芳 ， 清 远 益 香 ， 世 称 “ 君 子 之 花 ” ， 是 花 鸟 画 重 要 题 材 之 一 。 画 法 

如 下 ： 

1． 花 的 画 法 （ 见 图 38、 39） 

荷 花 有 白 色 、 红 色 、 粉 红 色 三 种 。 画 法 有 勾 花 、 写 花 两 种 。 

（ 1） 白 荷 花 用 勾 花 画 法 。 用 中 号 笔 蘸 上 淡 墨 ， 中 锋 勾 画 花 瓣 并 组 成 花 形 ， 成 为 白 荷 花 。 

（ 2） 白 荷 花 一 般 不 勾 筋 ， 不 上 白 粉 。 在 花 瓣 暗 处 染 淡 绿 色 。 花 瓣 的 尖 可 用 浓 墨 点 提 一 下 ， 以 

显 精 神 。 

（ 3） 勾 画 出 的 白 荷 花 ， 在 花 瓣 上 部 用 笔 染 上 浅 红 色 ， 成 为 粉 红 荷 花 。 花 瓣 尖 要 红 些 ， 中 部 要 

淡 些 ， 下 部 要 留 出 空 白 来 。 

（ 4） 红 荷 花 用 写 花 法 画 。 用 中 号 斗 笔 ， 掌 握 好 水 分 ， 蘸 上 大 红 ， 笔 尖 再 蘸 曙 红 或 胭 脂 ， 在 盘 中 

稍 加 调 和 ， 用 侧 锋 两 三 笔 画 出 深 浅 不 同 的 花 瓣 ， 组 成 花 形 即 成 红 荷 花 。 花 瓣 可 不 勾 筋 ， 也 可 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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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红 荷 花 图 38　 白 荷 花 

筋 。 勾 筋 不 要 勾 得 太 实 太 细 ， 在 花 瓣 的 上 部 勾 上 四 五 条 筋 线 即 可 。 勾 筋 可 用 胭 脂 加 少 量 墨 调 成 

暗 红 色 ， 也 可 用 墨 色 。 

（ 5） 白 荷 花 苞 可 两 三 笔 勾 成 。 红 荷 花 苞 用 蘸 红 色 的 笔 尖 点 一 两 点 即 可 。 如 需 醒 目 些 ， 可 在 

点 上 勾 一 两 笔 深 红 色 轮 廓 线 。 

（ 6） 画 花 中 莲 蓬 可 用 深 黄 色 ， 用 重 墨 或 深 红 画 花 蕊 的 须 和 点 。 须 和 点 不 要 画 得 太 多 、 太 细 ， 

要 有 力 度 。 画 老 莲 蓬 用 破 笔 勾 六 七 个 圈 ， 成 圆 状 ， 圈 中 点 上 一 个 墨 点 ， 再 画 轮 廓 圈 ， 然 后 卧 笔 画 

莲 蓬 体 ， 接 着 画 梗 即 成 。 

2． 叶 、 梗 画 法 （ 见 图 40） 

（ 1） 画 荷 叶 时 ， 首 先 要 根 据 纸 张 大 小 ， 对 荷 叶 形 象 、 位 置 、 数 量 以 及 叶 的 正 、 侧 、 背 和 盛 残 等 

做 到 心 中 有 数 。 画 时 ， 用 大 斗 笔 ， 掌 握 好 水 分 ， 蘸 上 墨 后 在 调 色 盘 中 调 和 ， 笔 肚 和 笔 根 墨 色 较 淡 ， 

笔 尖 墨 色 较 浓 ， 用 卧 锋 先 画 叶 心 上 面 的 叶 部 ， 然 后 从 叶 心 一 笔 一 笔 地 向 左 、 右 及 下 部 画 出 。 如 笔 

中 含 墨 不 足 ， 可 再 蘸 墨 调 好 ， 继 续 画 下 去 。 画 到 叶 片 的 底 部 暗 处 ， 笔 蘸 浓 墨 画 上 几 大 笔 ， 大 荷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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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荷 叶 、 梗 　  图  41　 茨 菇 、 浮 萍 、 苇 草 与 莲 蓬 

形 状 就 出 来 了 。 但 荷 叶 不 要 画 得 太 圆 ， 叶 边 不 要 太 整 齐 ， 要 有 残 破 。 

（ 2） 荷 叶 尚 未 干 时 ， 用 中 楷 笔 蘸 浓 墨 ， 以 中 锋 画 叶 筋 。 叶 筋 呈 网 形 ， 但 写 意 画 勾 筋 要 简 化 ， 不 

能 像 工 笔 画 那 样 一 丝 不 苟 地 进 行 ， 而 是 从 叶 心 向 外 四 处 画 上 几 条 筋 线 即 可 。 也 可 在 筋 线 两 边 画 

上 网 状 线 。 如 笔 画 之 间 有 笔 痕 ， 能 看 到 分 界 线 ， 可 以 不 勾 筋 。 

（ 3） 待 展 开 的 卷 叶 ， 可 用 两 笔 或 三 笔 勾 成 卷 叶 状 ， 但 需 用 浓 墨 画 上 卷 着 的 叶 筋 。 

（ 4） 画 新 荷 叶 时 ，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的 方 向 ， 抹 上 一 笔 即 可 ， 但 要 有 姿 态 。 

（ 5） 叶 梗 用 中 号 兼 毫 笔 ， 蘸 墨 笔 要 干 些 ， 用 中 锋 刚 劲 有 力 地 由 上 往 下 画 出 。 随 即 在 梗 的 两 边 

适 当 地 点 上 小 点 ， 以 表 现 梗 的 质 感 。 创 作 时 要 做 到 ： 叶 大 梗 粗 ， 叶 小 梗 细 ， 梗 近 色 浓 ， 梗 远 色 淡 ， 

并 要 处 理 好 多 梗 的 穿 插 交 错 和 疏 密 聚 散 。 

3． 茨 菇 、 浮 萍 、 苇 草 画 法 （ 见 图 41） 

茨 菇 叶 用 中 号 笔 蘸 墨 ， 调 好 浓 淡 后 ， 画 两 三 笔 即 成 。 叶 画 成 后 ， 再 在 叶 下 画 一 梗 。 画 较 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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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 菇 ， 要 三 五 成 组 ， 并 掌 握 好 疏 密 聚 散 。 茨 菇 叶 如 墨 色 过 淡 ， 可 用 浓 墨 在 叶 中 勾 一 两 笔 筋 线 。 

画 浮 萍 用 大 一 点 的 羊 毫 笔 ， 笔 头 蘸 上 淡 墨 ， 点 画 大 小 不 同 的 圆 点 。 再 用 小 笔 蘸 重 墨 ， 在 圆 点 

靠 边 处 点 一 小 点 即 成 。 浮 萍 要 有 疏 密 聚 散 ， 墨 色 要 近 浓 远 淡 。 浮 萍 也 可 用 花 青 或 草 绿 画 ， 还 可 

用 墨 、 彩 结 合 画 ， 这 要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而 定 。 

画 苇 草 要 长 短 不 齐 ， 穿 插 交 错 得 当 ， 不 要 画 得 过 多 。 

4． 画 荷 花 步 骤 （ 见 图 42、 43） 

先 画 近 叶 ， 再 画 荷 花 和 花 苞 ， 接 着 画 花 后 的 叶 和 嫩 叶 以 及 莲 蓬 ， 然 后 画 叶 梗 、 花 梗 、 莲 蓬 梗 ， 

最 后 画 茨 菇 、 浮 萍 和 苇 草 。 

图 42　 白 荷  　 图 43　 红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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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玉 兰 花 画 法 

玉 兰 花 于 初 春 开 放 ， 洁 白 如 玉 ， 香 气 似 兰 ， 故 称 玉 兰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44、 45） ： 

1． 画 花 用 中 楷 笔 ， 蘸 淡 墨 ， 以 中 锋 画 之 。 每 花 四 五 瓣 ， 画 后 用 浓 墨 画 花 柄 。 

2． 画 花 蕊 ， 先 用 黄 色 点 画 ， 趁 湿 随 即 在 黄 色 上 面 点 浅 红 ， 使 其 浑 为 一 体 。 

3． 创 作 时 ， 可 先 画 花 ， 再 画 干 枝 。 也 可 先 画 干 枝 再 画 花 ， 但 画 干 枝 时 要 留 出 画 花 的 空 白 。 

4． 为 了 使 花 更 显 洁 白 ， 在 花 的 轮 廓 线 外 ， 用 淡 绿 或 淡 蓝 色 渲 染 ， 可 正 面 染 ， 也 可 背 面 染 。 还 

可 用 大 面 积 的 淡 蓝 色 加 少 量 草 绿 色 在 画 面 上 晕 托 背 景 ， 更 增 加 玉 兰 花 的 洁 白 娇 嫩 。 

5． 画 玉 兰 花 步 骤 ： 先 画 主 花 ， 后 画 干 枝 ， 视 画 面 情 况 再 补 花 （ 也 可 先 画 枝 后 画 花 ） 。 然 后 在 

花 的 轮 廓 外 渲 染 或 在 画 面 上 晕 托 背 景 ， 最 后 补 鸟 即 成 。 

图 44　 玉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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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杜 鹃 花 画 法 

图 45　 玉 兰 花 、 花 枝 

杜 鹃 花 生 长 在 我 国 南 方 山 林 中 ， 春 天 开 放 ， 有 红 、 粉 、 黄 、 紫 等 色 ， 以 红 色 为 最 多 ， 又 名 “ 映 山 

红 ”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46、 47、 48） ： 

1． 用 斗 笔 ， 掌 握 适 当 水 分 ， 蘸 大 红 色 在 笔 尖 上 加 点 曙 红 色 ， 调 和 后 画 五 瓣 成 花 。 趁 湿 ， 用 胭 

脂 加 少 许 淡 墨 ， 调 和 后 勾 花 和 筋 ， 不 要 勾 得 太 细 ， 要 勾 得 粗 些 才 见 精 神 。 

2． 画 叶 用 花 青 ， 也 可 加 草 黄 ， 用 浓 墨 勾 中 筋 即 可 。 

3． 创 作 时 ， 画 花 要 一 束 一 束 地 画 ， 每 一 束 三 五 朵 不 等 ， 要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安 排 ， 还 要 注 意 疏 

密 聚 散 。 同 时 ， 也 要 画 些 花 苞 ， 才 有 生 气 。 

4． 画 杜 鹃 花 步 骤 ： 先 画 石 头 ， 再 画 花 和 苞 ， 接 着 画 枝 叶 。 然 后 视 画 面 情 况 补 花 苞 ， 添 枝 叶 。 

最 后 在 石 头 上 补 竹 枝 ， 在 地 上 补 鸟 、 点 草 。 





（ 九 ） 紫 藤 花 画 法 

紫 藤 是 高 大 木 质 藤 本 ， 春 季 开 花 ， 呈 紫 色 串 形 ， 香 气 沁 人 。 有 观 赏 价 值 ， 园 林 、 庭 院 种 植 较 

多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49、 50） ： 

1． 藤 条 画 法 

（ 1） 紫 藤 是 木 本 藤 花 ， 与 草 本 藤 花 在 枝 条 的 柔 软 性 与 缠 绕 性 上 不 同 。 画 时 多 用 浓 墨 ， 力 度 要 

大 ， 线 条 要 流 畅 ， 要 有 节 奏 感 ， 缠 绕 得 体 ， 力 求 表 现 中 国 画 线 条 的 形 式 美 。 

（ 2） 画 藤 条 要 处 理 好 疏 密 聚 散 关 系 ， 不 要 把 藤 画 得 太 多 ， 太 多 则 容 易 分 散 。 用 浓 淡 墨 色 ， 分 

清 前 后 层 次 和 老 藤 新 条 。 

（ 3） 藤 条 画 完 后 要 适 当 地 在 老 藤 上 点 苔 ， 不 要 点 得 太 多 。 

图 49　 藤 条 、 叶 　  图  50　 紫 藤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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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凌 霄 花 画 法 

2． 叶 的 画 法 

（ 1） 紫 藤 叶 对 生 ， 用 中 楷 笔 先 在 笔 肚 上 蘸 少 量 藤 黄 再 蘸 花 青 ， 先 画 一 梗 ， 在 梗 两 边 点 叶 。 嫩 

叶 多 蘸 藤 黄 ， 少 蘸 花 青 。 

（ 2） 叶 点 好 后 ， 趁 湿 用 浓 墨 勾 叶 筋 。 使 墨 色 与 绿 色 浑 为 一 体 ， 这 样 较 为 自 然 。 嫩 叶 与 远 叶 也 

可 不 勾 筋 。 

（ 3） 画 叶 要 注 意 正 、 侧 、 反 、 破 等 不 同 姿 态 ， 不 能 千 篇 一 律 ， 以 免 呆 板 。 

3． 花 的 画 法 

（ 1） 紫 藤 花 成 串 下 垂 ， 先 用 淡 墨 或 淡 绿 画 一 较 直 花 梗 ， 在 两 边 画 长 短 不 等 、 适 当 交 错 的 花 托 

线 ， 然 后 点 花 。 

（ 2） 用 小 号 斗 笔 ， 含 水 量 稍 大 些 ， 笔 肚 蘸 浅 红 ， 笔 尖 蘸 酞 青 蓝 或 花 青 ， 在 盘 中 稍 加 调 和 ， 即 在 

花 梗 两 边 花 托 上 点 花 。 点 花 要 用 笔 尖 部 分 画 成 卵 形 。 点 花 不 要 太 满 ， 要 留 缺 白 而 不 呆 板 。 中 间 

的 花 梗 、 花 托 线 以 留 出 笔 痕 为 好 。 

（ 3） 花 点 完 稍 干 后 ， 用 重 红 （ 胭 脂 或 曙 红 ） 点 花 柄 。 不 要 一 花 一 点 ， 因 花 过 密 不 可 能 都 看 得 

见 。 待 干 后 再 用 藤 黄 点 花 蕊 ， 也 不 要 一 花 一 点 ， 道 理 与 点 花 托 一 样 。 

（ 4） 为 了 追 求 气 势 ， 画 紫 藤 花 要 变 形 ， 把 它 画 成 较 长 串 而 且 垂 下 为 好 。 

（ 5） 为 了 表 现 花 的 丰 满 而 柔 嫩 ， 画 花 时 水 分 带 大 些 ， 能 洇 出 笔 痕 为 好 。 如 水 分 过 小 ， 可 用 相 

应 的 淡 色 适 当 地 在 长 串 花 边 稍 加 浑 染 。 

（ 6） 一 幅 紫 藤 花 画 完 后 ，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用 淡 墨 添 画 远 藤 和 嫩 藤 。 用 藤 黄 蘸 少 量 花 青 ， 添 画 

远 叶 和 嫩 叶 ， 并 适 当 洒 些 较 淡 的 色 点 ， 以 增 加 繁 艳 气 氛 。 

4． 画 紫 藤 花 步 骤 

先 画 藤 条 ， 画 藤 条 是 决 定 画 好 紫 藤 的 关 键 ， 必 须 勤 学 苦 练 。 藤 条 画 后 接 着 画 叶 ， 然 后 画 花 。 

最 后 视 画 面 情 况 补 藤 、 添 叶 ， 滴 洒 淡 色 点 。 

凌 霄 （ 亦 称 紫 葳 ） 是 落 叶 木 质 藤 本 ， 夏 秋 开 花 ， 花 呈 五 瓣 ， 有 红 、 紫 、 黄 、 白 多 种 颜 色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51、 52） ： 

1． 藤 蔓 、 叶 与 紫 藤 画 法 相 同 。 

2． 画 花 ， 用 中 号 笔 ， 蘸 大 红 加 藤 黄 ， 调 和 后 点 写 五 瓣 ， 中 心 留 白 ； 未 全 开 的 花 ， 可 点 写 三 四 

瓣 。 稍 干 后 用 深 红 画 花 纹 ， 勾 四 五 笔 即 可 ， 要 内 聚 外 散 。 再 用 浓 墨 点 花 蕊 。 然 后 ， 用 淡 黄 色 染 花 

心 。 

3． 画 花 苞 ， 用 红 色 点 一 两 点 即 可 ， 再 用 深 红 勾 纹 ， 不 勾 亦 可 。 

4． 用 墨 或 绿 色 点 写 花 托 ， 再 用 较 重 墨 或 深 绿 色 在 花 托 上 勾 纹 ， 也 可 不 勾 纹 。 

5． 画 凌 霄 花 步 骤 ： 先 画 藤 ， 再 画 叶 ， 后 画 花 ， 最 后 视 画 面 情 况 补 嫩 藤 、 叶 ， 添 花 、 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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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 山 茶 花 画 法 

山 茶 花 是 常 绿 木 本 花 ， 开 在 严 冬 初 春 ， 有 红 色 、 白 色 、 粉 色 诸 种 。 可 单 独 成 画 ， 也 可 与 白 梅 、 

水 仙 配 画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53、 54） ： 

1． 画 花 ， 用 中 号 笔 蘸 大 红 加 少 量 曙 红 ， 调 和 后 点 写 五 瓣 ， 成 圆 花 朵 ， 中 间 留 白 ； 干 后 用 重 墨 

点 花 蕊 ， 再 用 藤 黄 染 花 心 。 

2． 画 花 苞 ， 用 红 色 点 一 两 笔 均 可 。 再 用 重 墨 勾 花 托 ， 像 鱼 鳞 似 的 ， 勾 几 笔 即 成 ， 干 后 染 上 赭 

色 。 

3． 用 小 斗 笔 蘸 淡 墨 画 叶 ， 叶 为 椭 圆 形 ， 点 一 笔 或 两 笔 均 可 ， 干 后 用 重 墨 在 叶 的 中 间 重 勾 一 

道 筋 ， 要 勾 出 叶 片 ， 以 显 叶 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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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凌 霄 花 、 叶 与 藤 蔓  　 图 52　 凌 霄 花 



图 54　 山 茶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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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山 茶 花 朵 、 叶 、 枝 

4． 画 山 茶 花 步 骤 ： 先 画 花 和 苞 ， 再 画 枝 ， 后 画 叶 。 最 后 视 画 面 需 要 ， 添 补 花 苞 和 枝 、 叶 。 画 

时 ， 要 注 意 疏 密 聚 散 ， 如 需 画 石 可 最 后 补 上 。 



（ 十 二 ） 水 仙 花 画 法 

水 仙 为 多 年 生 草 本 ， 姿 态 轩 昂 ， 不 畏 寒 霜 ， 冰 天 雪 地 仍 然 开 花 。 花 洁 白 雅 丽 ， 芳 香 四 溢 ， 古 人 

誉 为 “ 劲 节 之 花 ”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55、 56、 57） ： 

1． 勾 叶 填 色 法 

（ 1） 用 中 号 笔 中 锋 勾 叶 片 的 轮 廓 ， 每 四 五 叶 为 一 株 。 

（ 2） 用 草 绿 和 石 绿 染 勾 好 的 叶 片 ， 叶 尖 可 用 赭 石 提 染 。 

（ 3） 勾 花 ， 每 朵 花 为 六 瓣 ， 作 画 时 一 般 都 画 五 瓣 。 画 花 蕊 用 黄 色 。 花 画 后 再 添 叶 ， 以 表 现 花 

在 叶 之 中 。 

（ 4） 花 稍 画 大 些 ， 以 显 精 神 。 

（ 5） 一 幅 水 仙 画 ， 画 面 常 用 多 株 水 仙 组 成 。 画 时 要 注 意 叶 片 的 穿 插 和 前 后 层 次 。 

（ 6） 水 仙 花 可 单 独 为 画 ， 也 可 配 上 红 梅 、 山 茶 花 或 牡 丹 等 。 

2． 写 叶 勾 边 法 

（ 1） 用 小 斗 笔 侧 锋 蘸 草 绿 或 石 绿 写 叶 。 

（ 2） 趁 湿 用 浓 墨 勾 叶 边 。 使 墨 与 色 浑 为 一 体 ， 以 显 水 灵 。 

（ 3） 其 他 要 求 与 勾 叶 填 色 法 相 同 。 

3． 画 水 仙 花 步 骤 

勾 叶 勾 花 法 ： 先 勾 叶 ， 随 即 填 色 ， 再 勾 花 。 视 画 面 情 况 ， 补 叶 、 添 花 。 如 需 配 梅 花 、 山 茶 花 等 ， 

最 后 补 画 。 

写 叶 勾 花 法 ： 先 写 叶 ， 随 即 勾 叶 的 轮 廓 线 ， 接 着 画 花 ， 再 补 叶 。 如 需 配 石 头 、 梅 花 、 牡 丹 等 ， 最 

后 画 上 。 

图 55　 勾 花 、 勾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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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三 ） 葡 萄 画 法 

葡 萄 为 落 叶 木 质 藤 本 ， 夏 秋 季 节 ， 果 实 累 累 ， 色 泽 随 品 种 而 异 ， 香 露 欲 滴 ， 受 人 喜 爱 。 画 法 如 

下 ： 

1． 葡 萄 藤 的 画 法 （ 见 图 58） 

葡 萄 是 木 本 植 物 ， 藤 条 性 硬 ， 多 生 小 蔓 ， 缠 绕 性 强 。 画 时 ， 总 的 要 求 和 画 紫 藤 一 样 ， 要 用 浓 

墨 ， 力 度 要 大 ， 线 条 要 流 畅 ， 而 且 有 节 奏 感 。 要 缠 绕 得 体 ， 以 表 现 中 国 画 线 条 的 形 式 美 。 

图 58　 葡 萄 藤 、 叶 与 果 实 

2． 葡 萄 叶 的 画 法 （ 见 图 59） 

（ 1） 叶 形 分 五 杈 ， 也 有 三 杈 、 四 杈 不 等 。 

（ 2） 用 斗 笔 ， 含 水 量 要 大 些 ， 笔 根 蘸 墨 要 淡 ， 笔 肚 要 浓 ， 笔 尖 要 重 ， 在 盘 中 稍 加 调 和 ， 侧 锋 作 

画 ， 用 三 四 笔 、 最 多 不 超 过 五 笔 即 成 。 每 笔 墨 色 都 要 浓 淡 分 明 。 接 着 趁 湿 用 重 墨 勾 叶 筋 。 勾 筋 

可 勾 满 全 叶 ， 也 可 按 叶 的 笔 画 勾 上 两 三 笔 粗 线 。 

（ 3） 叶 有 正 、 反 、 侧 、 破 之 分 ， 画 时 注 意 表 现 。 

（ 4） 远 叶 、 新 叶 要 用 淡 墨 区 分 ， 前 叶 、 后 叶 要 用 浓 淡 墨 色 区 分 。 

（ 5） 叶 的 排 列 及 多 少 ， 要 视 画 面 情 况 安 排 。 要 疏 密 得 当 ， 两 叶 以 不 平 列 为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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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葡 萄 叶 

3． 葡 萄 果 实 画 法 （ 见 图 60） 

（ 1） 葡 萄 有 紫 、 紫 红 、 绿 三 种 颜 色 。 画 紫 葡 萄 用 中 号 笔 ， 含 水 分 适 度 ， 蘸 曙 红 、 花 青 和 石 绿 ， 在 

盘 中 调 和 后 ， 用 一 笔 或 两 笔 勾 圈 即 成 。 

（ 2） 画 果 实 中 间 要 留 白 ， 以 显 立 体 感 。 要 画 得 水 灵 些 ， 使 人 感 到 润 泽 如 玉 。 

（ 3） 果 实 画 完 后 ， 用 浓 墨 点 果 脐 。 根 据 画 面 情 况 画 果 托 ， 不 要 画 得 太 直 、 太 多 。 

（ 4） 画 紫 红 葡 萄 ， 用 少 量 花 青 ， 多 用 点 曙 红 或 胭 脂 调 和 后 画 出 。 画 绿 葡 萄 ， 用 石 绿 加 少 量 花 

青 ， 调 和 后 画 出 。 

（ 5） 为 了 使 葡 萄 果 实 更 醒 目 ， 可 在 勾 画 的 果 实 上 用 浓 墨 画 上 轮 廓 线 。 不 要 画 得 太 圆 ， 太 圆 就 

呆 板 了 。 

图 60　 葡 萄 果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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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 木 芙 蓉 花 画 法 

（ 6） 葡 萄 在 画 面 上 排 列 ， 要 疏 密 得 当 ， 前 后 有 序 。 

4． 画 葡 萄 步 骤 

先 画 主 藤 ， 趁 湿 画 上 几 片 浓 叶 ， 稍 干 后 勾 叶 筋 ， 接 着 画 果 实 。 最 后 用 淡 墨 、 赭 石 、 藤 黄 等 色 补 

远 叶 ， 再 用 淡 墨 补 远 藤 和 小 蔓 ， 并 适 当 地 在 叶 上 和 空 白 处 滴 洒 淡 墨 和 色 点 ， 以 增 加 画 面 浓 厚 气 

氛 。 也 可 先 画 叶 ， 再 画 藤 ， 最 后 画 果 实 。 

木 芙 蓉 花 生 长 在 临 水 岸 边 ， 秋 季 开 花 ， 色 彩 红 艳 （ 或 白 色 ） ， 花 大 娇 美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61、 

62） ： 

1． 用 小 斗 笔 蘸 浅 红 ， 先 画 出 花 的 底 色 ， 画 底 色 要 画 出 花 瓣 和 花 的 形 态 。 每 瓣 之 间 留 白 ， 不 

要 画 得 太 实 。 

2． 用 中 号 笔 蘸 胭 脂 和 少 量 墨 色 ， 调 和 成 深 红 ， 在 花 的 底 色 上 再 勾 花 瓣 和 花 筋 。 不 要 把 花 画 

得 太 圆 ， 花 边 要 留 缺 。 

3． 干 后 用 重 红 或 浓 墨 点 花 蕊 。 

4． 花 苞 同 花 的 画 法 一 样 ， 先 用 浅 红 画 苞 形 ， 再 用 深 红 勾 筋 ， 用 浓 墨 画 花 柄 。 

5． 叶 的 画 法 与 葡 萄 叶 同 。 

6． 树 干 、 枝 画 法 ， 与 其 他 花 树 相 同 。 

7． 创 作 画 时 ， 花 多 花 少 ， 要 根 据 构 图 需 要 而 定 。 但 要 注 意 疏 密 、 层 次 。 可 添 画 几 笔 苇 草 ， 水 

面 点 些 浮 萍 。 点 浮 萍 要 注 意 聚 散 。 另 外 ， 水 中 可 画 几 条 游 鱼 ， 也 可 在 树 枝 上 或 空 中 添 画 一 两 只 

翠 鸟 ， 以 增 情 趣 。 

8． 画 木 芙 蓉 花 步 骤 ： 先 画 前 面 叶 子 ， 接 着 画 花 和 花 苞 ， 再 画 干 枝 。 然 后 视 画 面 情 况 ， 画 花 后 

面 叶 子 。 最 后 画 几 笔 苇 草 ， 点 浮 萍 ， 添 翠 鸟 。 

图 61　 木 芙 蓉 花 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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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 ） 芭 蕉 画 法 

芭 蕉 是 写 意 花 鸟 画 的 重 要 题 材 ， 也 是 锻 炼 运 笔 用 墨 的 好 题 材 。 芭 蕉 画 法 有 两 种 ， 一 是 写 叶 

法 ， 二 是 勾 叶 法 。 画 法 如 下 ： 

1． 写 叶 法 （ 见 图 63） 

（ 1） 用 斗 笔 ， 含 水 量 要 大 些 ， 笔 肚 蘸 淡 墨 ， 笔 尖 蘸 浓 墨 ， 在 盘 中 稍 加 调 和 后 ， 先 画 出 叶 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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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写 叶 勾 筋 

图 62　 秋 江 冷 艳 



茎 ， 用 一 笔 或 两 笔 画 出 均 可 。 用 一 笔 画 要 粗 些 ， 两 笔 画 则 茎 中 要 留 有 空 白 。 

（ 2） 在 中 茎 两 边 用 斗 笔 卧 锋 画 叶 片 。 从 叶 尖 画 起 ， 一 笔 连 一 笔 地 把 叶 片 画 成 。 叶 片 每 笔 要 

有 浓 有 淡 ， 叶 尖 墨 色 要 浓 重 些 ， 要 有 残 破 ， 不 能 都 画 满 ， 要 留 空 白 。 叶 边 不 能 太 整 齐 ， 不 整 齐 才 显 

自 然 。 

（ 3） 叶 片 画 完 后 ， 未 干 时 即 用 浓 墨 勾 筋 。 勾 筋 要 有 力 度 ， 不 要 勾 得 太 密 、 太 细 、 太 整 齐 。 

（ 4） 画 完 后 ， 补 上 几 只 禽 鸟 ， 以 增 情 趣 。 

2． 勾 叶 法 （ 见 图 64） 

（ 1） 用 中 楷 笔 蘸 浓 墨 ， 先 勾 叶 中 茎 ， 再 勾 叶 片 轮 廓 线 。 轮 廓 线 要 留 残 破 空 白 ， 边 不 要 整 齐 。 然 

后 勾 筋 ， 不 要 勾 得 太 密 、 太 细 、 太 整 齐 。 

（ 2） 叶 筋 勾 完 后 ， 将 石 绿 、 花 青 、 藤 黄 在 盘 中 调 和 ， 用 斗 笔 或 板 刷 在 叶 片 上 填 色 。 稍 干 后 ， 用 

笔 蘸 花 青 在 叶 片 上 滴 洒 少 量 色 点 ， 以 增 添 画 面 湿 润 和 厚 重 气 氛 。 

3． 画 芭 蕉 步 骤 

写 叶 法 ： 先 画 叶 片 中 茎 ， 再 一 笔 一 笔 地 画 叶 片 ， 接 着 用 浓 墨 勾 筋 ， 最 后 补 鸟 。 

勾 叶 法 ： 先 勾 叶 片 中 茎 ， 再 勾 叶 片 轮 廓 ， 接 着 勾 筋 。 稍 干 后 在 叶 片 上 填 色 ， 并 滴 洒 色 点 ， 最 后 

补 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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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勾 叶 填 色 



（ 十 六 ） 枇 杷 画 法 

枇 杷 是 江 南 佳 果 ， 初 夏 成 熟 ， 果 实 为 圆 形 或 椭 圆 形 ， 橙 黄 或 淡 黄 色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65、 

66） ： 

1． 枇 杷 果 实 可 用 点 写 法 画 。 熟 果 用 小 号 斗 笔 蘸 藤 黄 和 朱 砂 调 和 后 画 出 ， 半 熟 果 可 用 藤 黄 

调 少 量 花 青 点 写 ， 画 一 笔 或 两 三 笔 均 可 。 画 完 后 ， 在 果 实 顶 端 用 浓 墨 点 上 三 四 点 花 结 ， 果 实 就 画 

成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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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枇 杷 果 、 叶 、 枝 



（ 十 七 ） 丝 瓜 画 法 

图 66 　 江 南 五 月 满 树 金 

2． 如 点 写 果 实 不 够 醒 目 ， 未 干 时 用 浓 墨 在 果 实 上 勾 圈 轮 廓 线 。 也 可 先 勾 圈 果 实 的 轮 廓 线 

再 填 色 。 

3． 画 果 实 要 留 出 空 白 ， 以 表 现 光 亮 和 立 体 感 。 不 要 画 得 太 圆 ， 以 椭 圆 形 为 好 。 

4． 用 墨 色 画 叶 ， 叶 有 锯 齿 ， 勾 叶 筋 时 顺 着 叶 筋 线 点 上 墨 点 。 叶 要 有 浓 有 淡 。 三 四 片 叶 为 一 

组 ， 要 画 出 正 、 反 、 侧 、 破 的 多 种 形 态 为 好 。 

5． 画 枇 杷 步 骤 ： 先 画 叶 ， 画 枝 ， 再 画 果 实 ， 最 后 画 树 干 。 树 干 用 勾 勒 法 画 ， 笔 要 含 水 少 ， 用 中 

墨 （ 不 浓 不 淡 ） 写 出 ， 要 笔 笔 见 笔 锋 。 然 后 在 干 枝 上 用 浓 墨 点 苔 点 。 

丝 瓜 叶 大 ， 藤 蔓 缠 绕 ， 夏 秋 季 节 ， 果 实 垂 挂 架 中 ， 十 分 可 爱 。 不 但 可 作 菜 食 用 ， 且 有 观 赏 价 

值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67、 68） ： 

1． 用 中 楷 笔 蘸 草 绿 加 少 量 藤 黄 ， 笔 尖 蘸 花 青 ， 在 盘 中 调 和 后 画 丝 瓜 。 

2． 未 干 时 用 浓 墨 画 瓜 纹 。 瓜 纹 为 竖 道 ， 要 有 断 缺 。 

3． 瓜 尖 画 黄 花 ， 花 虽 五 瓣 ， 但 视 点 不 同 ， 一 般 仅 随 意 画 两 三 瓣 ， 勾 上 花 筋 ， 点 花 蕊 。 画 花 苞 

点 黄 色 ， 用 淡 墨 勾 筋 ， 再 画 花 柄 。 

4． 叶 的 画 法 同 葡 萄 叶 画 法 一 样 ， 但 叶 片 要 尖 些 为 好 。 

5． 瓜 藤 属 草 本 ， 画 藤 线 不 要 过 硬 ， 不 可 太 粗 ， 要 画 得 流 畅 些 ， 要 表 现 动 态 、 自 然 。 

6． 画 丝 瓜 步 骤 ： 先 画 叶 ， 再 画 丝 瓜 ， 然 后 画 藤 ， 再 补 后 面 的 叶 ， 最 后 画 鸟 、 点 草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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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八 ） 葫 芦 画 法 

葫 芦 是 一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叶 肥 果 大 ， 藤 蔓 缠 绕 ， 非 常 可 爱 ， 是 练 大 写 意 画 的 好 题 材 。 画 法 如 

下 （ 见 图 69、 70） ： 

1． 葫 芦 叶 大 肥 厚 ， 要 用 较 大 斗 笔 ， 含 水 要 多 ， 笔 肚 蘸 淡 墨 ， 笔 尖 蘸 浓 墨 ， 在 盘 中 调 和 后 ， 如 

同 画 葡 萄 叶 一 样 ， 以 侧 锋 或 卧 锋 一 笔 一 笔 地 写 出 。 五 六 笔 即 成 。 未 干 时 用 浓 墨 勾 筋 。 画 远 叶 、 

嫩 叶 可 不 勾 筋 。 

2． 画 葫 芦 果 实 ， 用 斗 笔 蘸 藤 黄 加 少 量 赭 石 ， 调 好 后 抹 写 。 在 受 光 处 留 空 白 或 浅 色 ， 以 显 立 

体 感 。 葫 芦 果 实 底 部 用 浓 墨 点 一 下 花 脐 。 果 实 下 部 是 圆 球 形 ， 但 画 时 不 要 太 圆 。 

3． 画 未 成 熟 时 的 葫 芦 果 实 ， 调 色 用 藤 黄 加 些 石 绿 。 也 可 添 画 雌 花 和 花 苞 。 花 用 藤 黄 画 五 

图 70　 未 成 熟 的 葫 芦 图 69　 黄 葫 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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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九 ） 禽 鸟 画 法 

瓣 ， 以 浅 红 或 淡 墨 勾 筋 。 

4． 为 了 使 葫 芦 果 实 明 显 、 突 出 ， 也 可 在 未 干 时 勾 轮 廓 线 。 还 可 先 勾 轮 廓 线 再 填 色 。 怎 样 画 

为 好 ， 这 要 看 画 家 的 喜 爱 和 欣 赏 习 惯 。 绘 画 技 法 是 多 样 的 ， 不 应 当 只 用 一 种 方 法 去 描 绘 客 观 物 

象 。 

5． 画 藤 和 小 蔓 同 画 丝 瓜 的 要 求 一 样 ， 但 藤 要 稍 粗 些 。 

6． 画 葫 芦 步 骤 ： 先 画 叶 ， 再 画 葫 芦 ， 后 画 藤 。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最 后 补 后 面 叶 子 ， 添 小 蔓 。 

1． 画 禽 鸟 不 管 是 什 么 动 态 ， 鸟 身 （ 即 背 、 胸 、 肚 三 部 ） 要 画 成 卵 形 。 就 是 通 常 所 说 “ 鸟 形 不 离 

卵 ” ， 画 时 要 特 别 注 意 这 一 特 点 。 

2． 画 禽 鸟 步 骤 有 两 种 ： 一 是 先 由 嘴 起 笔 ， 点 睛 ， 画 头 ， 再 画 背 及 两 翼 ， 然 后 画 胸 、 肚 ， 最 后 画 

尾 及 腿 爪 ； 二 是 先 由 背 起 笔 ， 画 背 、 胸 、 肚 ， 再 画 两 翼 及 尾 ， 最 后 画 头 、 嘴 ， 点 睛 ， 补 爪 。 采 用 哪 种 步 

骤 画 ， 这 要 根 据 自 己 的 习 惯 而 定 。 不 过 初 学 者 大 都 采 用 先 画 头 的 方 法 。 

3． 画 禽 鸟 有 白 描 法 和 勾 写 法 ： 

白 描 法 ， 用 墨 线 先 勾 鸟 的 外 形 轮 廓 ， 尾 翼 羽 毛 略 勾 数 笔 即 成 。 白 色 的 禽 鸟 （ 如 白 鹤 、 白 鸭 、 白 

鸡 、 白 鹭 等 ） 均 用 此 法 。 

勾 写 法 ， 用 笔 先 蘸 淡 墨 ， 再 用 笔 尖 蘸 浓 墨 ， 用 披 蓑 笔 法 ， 按 由 头 至 尾 的 顺 序 作 画 。 头 、 背 、 尾 、 

翼 较 浓 ， 胸 腹 较 淡 。 此 法 适 宜 画 较 大 禽 鸟 ， 如 鸡 、 鸭 、 八 哥 、 鹰 等 。 画 小 鸟 不 用 披 蓑 法 。 飞 鸟 先 用 

五 笔 ， 即 一 头 、 一 背 、 两 翼 、 一 尾 ， 再 勾 嘴 ， 点 睛 ， 画 肚 ， 补 爪 。 立 鸟 先 用 三 笔 ， 即 一 头 、 一 背 、 一 尾 ， 

然 后 勾 嘴 ， 点 睛 ， 画 肚 ， 补 爪 。 

图 71　 麻 雀 

· 53 · 



4． 各 种 不 同 鸟 类 的 区 别 ， 主 要 在 嘴 、 爪 上 。 小 禽 都 嘴 短 。 一 般 尾 长 者 足 亦 长 ， 尾 短 者 足 亦 

短 。 但 也 有 例 外 ， 如 鹤 足 长 而 尾 短 ， 雉 足 短 而 尾 长 。 水 禽 在 水 中 捕 鱼 虾 ， 嘴 阔 而 多 扁 ， 有 的 足 有 

蹼 。 鹰 和 雄 鸡 都 很 凶 猛 ， 爪 有 锯 齿 ， 爪 尖 很 锐 利 。 画 时 要 一 一 掌 握 其 特 点 。 

5． 眼 是 传 神 的 重 要 部 位 ， 除 睡 鸟 外 ， 须 用 夸 张 手 法 把 眼 画 大 些 ， 才 能 收 到 传 神 效 果 。 

6． 画 禽 鸟 要 多 观 察 禽 鸟 的 动 态 ， 留 心 观 看 禽 鸟 动 态 的 一 瞬 间 ， 要 靠 速 写 、 记 忆 ， 才 能 画 得 

生 动 （ 见 图 71～ 80） 。 

图 72　 八 哥 

图 73　 鹌 鹑 

· 54· 









（ 二 十 ） 草 虫 画 法 

草 虫 体 形 虽 小 ， 但 在 花 鸟 画 中 也 很 重 要 ， 它 可 活 跃 画 面 ， 增 加 情 趣 ， 惹 人 喜 爱 。 画 法 如 下 ： 

1． 要 画 出 草 虫 的 形 体 特 点 。 草 虫 的 形 体 由 头 、 身 、 翅 、 爪 、 须 组 成 。 头 部 有 圆 形 ， 如 蝈 蝈 、 蝗 、 

蟋 蟀 、 蜜 蜂 等 。 有 三 角 形 ， 如 螳 螂 、 纺 织 娘 、 天 牛 等 。 蚱 蜢 头 为 长 三 角 尖 形 。 有 尖 形 ， 如 蝴 蝶 等 。 

身 部 大 多 为 长 椭 圆 形 ， 如 蝈 蝈 、 蝗 、 蟋 蟀 、 螳 螂 、 纺 织 娘 、 天 牛 、 蚱 蜢 等 。 翅 ， 蝴 蝶 、 蜻 蜓 、 蜜 蜂 均 有 ， 

而 且 经 常 飞 动 。 蚱 蜢 、 纺 织 娘 、 螳 螂 也 有 翅 ， 但 一 般 不 画 飞 动 。 爪 ， 一 般 草 虫 基 本 相 同 ， 都 是 六 爪 ， 

前 、 中 四 爪 较 短 ， 后 两 爪 （ 大 腿 ） 较 长 。 螳 螂 后 有 四 爪 ， 前 面 两 爪 似 镰 刀 状 ， 各 有 三 节 ， 第 二 、 三 节 

有 钩 状 刺 。 另 外 ， 草 虫 大 多 有 头 须 ， 纺 织 娘 、 螳 螂 、 蟋 蟀 、 天 牛 头 须 较 长 ， 其 他 草 虫 头 须 较 短 。 

2． 要 画 出 草 虫 的 不 同 动 态 。 蝴 蝶 、 蜻 蜓 、 蜜 蜂 ， 要 画 出 飞 动 的 姿 态 。 它 们 都 有 四 翅 ， 飞 动 时 

的 状 态 因 视 角 关 系 ， 不 可 能 都 画 出 来 ， 要 有 隐 有 现 。 蝈 蝈 、 蝗 、 蟋 蟀 等 ， 它 们 的 后 爪 （ 大 腿 ） 长 ， 要 

画 出 蹦 跳 之 势 。 纺 织 娘 、 螳 螂 、 蚱 蜢 后 爪 也 长 ， 它 们 能 飞 ， 也 能 跳 。 螳 螂 有 镰 刀 状 的 一 对 前 足 ， 要 

画 出 凶 相 来 。 画 蟋 蟀 要 画 出 好 斗 的 神 态 。 

3． 画 草 虫 ， 一 般 以 墨 为 主 ； 以 色 为 主 的 ， 要 用 固 有 色 为 好 。 

4． 画 草 虫 步 骤 ： 先 画 头 ， 再 画 身 ， 画 翅 ， 画 爪 ， 最 后 点 睛 、 画 头 须 （ 见 图 81～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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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　 丹 顶 鹤 







五 、 写 意 山 水 画 技 法 

山 水 画 是 传 统 绘 画 中 最 为 丰 富 的 部 分 。 历 代 画 家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大 量 的 优 秀 作 品 ， 创 造 了 多 

种 风 格 和 表 现 手 法 ，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山 水 画 理 论 。 我 们 应 当 珍 惜 这 些 宝 贵 遗 产 ， 认 真 地 学 习 、 研 

究 ， 批 判 地 继 承 ， 从 而 不 断 地 发 展 创 新 。 

山 水 画 要 描 绘 祖 国 美 丽 河 山 ， 同 时 也 表 现 城 乡 建 设 新 貌 。 “ 江 山 美 如 画 ” 、 “ 江 山 如 此 多 娇 ” ， 

这 是 山 水 画 家 对 祖 国 的 赞 美 ， 也 是 爱 国 之 心 在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表 现 。 

写 意 山 水 画 有 水 墨 和 彩 墨 两 种 。 水 墨 山 水 画 在 一 千 多 年 前 就 确 立 了 ， 南 朝 梁 元 帝 萧 绎 就 有 

“ 信 笔 妙 而 墨 精 ” 的 论 述 。 唐 代 画 家 王 维 提 出 “ 画 道 之 中 ， 水 墨 为 上 ” 。 他 的 水 墨 晕 染 法 ， 被 推 崇 

为 南 宋 山 水 画 的 始 祖 ， 为 后 代 画 家 们 所 重 视 。 

水 墨 山 水 画 ， 既 是 独 立 的 艺 术 形 式 ， 又 是 彩 墨 山 水 画 、 浅 绛 山 水 画 和 青 绿 山 水 画 的 基 本 作 

画 步 骤 。 一 般 是 在 先 画 好 水 墨 画 稿 的 基 础 上 再 施 加 色 彩 。 因 此 ， 学 习 彩 墨 山 水 画 ， 必 须 首 先 学 

习 水 墨 山 水 画 。 

（ 一 ） 树 木 画 法 

山 水 画 是 由 山 石 、 树 木 、 云 烟 、 流 水 以 及 点 景 人 物 、 房 舍 、 桥 梁 等 构 成 的 。 其 中 以 树 木 、 山 石 

为 主 ， 云 烟 、 流 水 次 之 ， 其 他 点 景 人 物 等 又 次 之 。 古 人 说 “ 树 木 为 山 之 衣 ” ， 如 果 画 上 没 有 树 ， 是 荒 

山 秃 岭 ， 就 会 使 人 感 到 没 有 生 机 。 也 体 现 不 出 山 清 水 秀 、 锦 绣 河 山 。 因 此 ， 要 学 习 山 水 画 ， 首 先 

要 从 画 树 开 始 。 

1． 画 树 要 以 冬 天 落 叶 树 为 练 习 对 象 。 因 为 它 结 构 清 晰 ， 形 态 明 确 ， 前 后 层 次 分 明 。 特 别 是 

对 初 学 者 来 讲 ， 容 易 了 解 和 掌 握 树 木 形 态 和 结 构 特 征 。 

2． 树 木 有 主 干 、 大 枝 、 小 枝 、 树 叶 等 部 分 。 一 般 是 先 画 主 干 ， 然 后 顺 着 长 势 画 大 枝 、 小 枝 ， 最 

后 画 叶 。 这 是 画 树 的 步 骤 。 

3． 古 人 讲 “ 树 分 四 枝 ” ， 这 是 画 树 的 基 本 原 则 。 但 不 要 从 字 面 上 去 领 会 。 不 是 每 一 棵 树 都 要 

画 上 四 个 枝 ， 而 是 指 树 枝 有 前 后 左 右 。 这 样 画 ， 既 符 合 自 然 生 长 规 律 ， 又 能 表 现 出 树 的 空 间 层 次 

和 立 体 感 。 

4． 画 树 从 主 干 起 手 ， 一 般 从 上 往 下 ， 从 左 到 右 。 向 左 的 大 枝 自 上 而 下 画 ， 向 右 的 大 枝 自 下 

而 上 画 。 小 枝 从 下 往 上 画 。 这 样 画 ， 运 笔 较 为 顺 手 。 但 要 求 也 不 应 过 死 ， 可 根 据 自 己 的 运 笔 习 

惯 灵 活 运 用 （ 见 图 85） 。 

5． 树 枝 生 长 形 态 各 自 不 同 ， 但 大 体 上 可 概 括 为 向 上 、 向 下 两 类 。 就 是 传 统 画 论 中 常 讲 的 

“ 鹿 角 ” 和 “ 蟹 爪 ” 。 “ 鹿 角 ” 是 树 枝 生 长 向 上 ， “ 蟹 爪 ” 为 树 枝 生 长 下 垂 。 这 在 自 然 界 中 是 常 见 的 ， 

特 别 是 “ 鹿 角 ” 向 上 生 长 的 树 枝 最 多 。 向 下 生 长 的 “ 蟹 爪 ” 树 枝 也 不 少 ， 龙 爪 槐 就 属 这 类 。 这 两 类 

树 枝 生 长 形 态 ， 在 画 时 要 灵 活 运 用 。 有 时 枝 向 上 的 树 ， 画 垂 下 一 两 枝 ， 显 得 画 面 更 为 自 然 ， 但 下 

垂 枝 的 叶 必 须 向 上 （ 见 图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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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树 枝 （ 左 蟹 爪 、 右 鹿 角 ） 

6． “ 树 无 一 寸 直 ” 这 是 传 统 画 树 讲 法 。 意 思 是 不 要 把 树 干 画 得 太 直 了 ， 要 有 弯 曲 ， 才 能 表 现 

树 的 苍 健 。 因 此 ， 用 笔 要 有 顿 、 挫 、 转 折 。 

7． 画 一 棵 树 容 易 ， 画 三 五 棵 的 丛 树 就 较 难 了 。 要 处 理 好 树 与 树 之 间 相 互 的 各 种 关 系 。 如 树 

与 树 排 列 的 聚 散 前 后 ， 大 小 树 的 相 互 照 应 ， 不 同 树 枝 的 穿 插 ， 点 叶 树 与 夹 叶 树 的 相 互 衬 托 等 ， 都 

要 慎 重 考 虑 ， 精 心 安 排 ， 才 能 使 画 面 自 然 生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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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点 叶 

8． 画 叶 法 有 两 种 ， 即 点 叶 法 与 夹 叶 法 （ 见 图 87、 88） 。 古 代 画 家 通 过 对 各 种 树 木 的 观 察 、 认 

识 、 比 较 ， 总 结 出 许 多 不 同 树 叶 的 写 意 形 象 ， 例 如 个 字 点 、 介 字 点 、 梅 花 点 、 松 针 点 、 胡 椒 点 、 垂 藤 

点 等 等 。 还 有 许 多 夹 叶 形 象 。 我 们 在 学 习 、 创 作 时 可 参 考 借 鉴 ， 灵 活 运 用 ， 不 能 死 守 成 法 。 要 到 

大 自 然 中 去 观 察 、 写 生 ， 寻 找 新 的 表 现 方 法 ， 画 出 活 生 生 的 树 来 。 点 叶 要 先 淡 后 浓 ， 有 浓 有 淡 ， 外 

浓 里 淡 ， 这 样 才 能 有 烟 煴 的 感 觉 。 叶 与 叶 不 能 平 排 可 数 ， 要 互 相 搭 接 。 点 叶 的 大 小 ， 大 致 相 等 ， 

不 要 相 差 悬 殊 。 在 一 片 杂 树 林 中 ， 不 要 把 类 似 的 叶 点 ， 如 个 字 、 介 字 、 夹 叶 等 画 在 一 起 ， 混 成 一 

图 88　 夹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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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树 根 

片 ， 使 画 面 显 得 单 调 。 但 也 不 能 一 树 一 法 ， 树 树 不 同 ， 使 人 感 到 眼 花 缭 乱 。 一 片 树 林 中 ， 最 好 是 

以 某 种 树 为 主 ， 夹 杂 一 两 棵 其 他 树 ， 既 符 合 客 观 实 际 ， 又 符 合 多 样 统 一 的 美 学 规 律 。 

9． 树 根 画 法 。 画 树 根 一 般 用 焦 墨 破 笔 ， 以 显 苍 劲 。 露 根 树 不 可 树 树 都 有 ， 土 质 好 的 平 原 地 

易 扎 根 ， 一 般 不 露 根 或 少 露 根 。 山 石 和 悬 崖 石 缝 扎 根 很 困 难 ， 露 根 较 多 。 临 水 处 树 被 水 冲 易 露 

根 。 另 外 ， 曲 而 俯 的 树 皆 根 大 ， 直 立 的 树 根 在 土 中 。 画 露 根 树 ， 一 般 近 树 大 树 可 画 根 ， 中 、 远 树 及 

小 树 不 画 根 。 三 棵 一 丛 的 树 ， 画 一 两 棵 即 可 。 一 片 露 根 树 林 ， 也 不 能 全 画 露 根 ， 把 前 面 、 近 处 的 

画 几 棵 露 根 就 行 了 。 一 棵 树 有 粗 根 、 细 根 ， 不 要 画 得 过 多 ， 把 主 根 画 出 ， 再 稍 画 几 条 细 根 即 可 。 同 

时 ， 注 意 不 要 把 根 画 得 过 于 整 齐 ， 要 穿 插 得 当 （ 见 图 89） 。 

10． 一 幅 山 水 画 ， 是 先 画 树 还 是 先 画 石 ？ 这 要 根 据 画 面 的 情 况 ， 以 山 石 与 树 木 的 大 小 比 例 

来 决 定 。 树 大 山 小 先 画 树 ， 树 小 山 大 先 画 山 。 近 树 、 大 树 先 画 树 ， 后 画 山 石 。 远 树 、 中 树 先 画 山 

石 ， 再 补 树 。 这 是 山 水 画 一 般 作 画 程 序 ， 但 也 可 根 据 自 己 作 画 习 惯 灵 活 运 用 。 

11． 画 丛 树 。 树 与 树 有 大 有 小 ， 有 前 有 后 ， 有 疏 有 密 ， 有 浓 有 淡 。 树 头 、 树 根 不 要 画 齐 ， 以 免 

呆 板 。 树 枝 要 穿 插 适 宜 ， 才 见 生 动 。 

12． 古 人 讲 “ 山 水 不 问 树 ” 。 大 自 然 中 的 树 种 类 繁 多 ， 即 使 是 植 物 学 者 也 难 能 识 全 ， 何 况 画 

家 呢 ！ 因 此 ， “ 山 水 不 问 树 ” 在 画 面 上 看 是 树 就 行 了 ， 特 别 是 远 树 就 更 不 讲 这 些 了 。 但 是 ， 初 学 者 

通 过 观 察 、 写 生 ， 也 要 掌 握 一 些 形 态 和 结 构 特 征 比 较 明 显 的 树 种 ， 如 松 、 柏 、 柳 、 桃 、 梧 桐 等 树 ， 对 

画 近 景 树 木 是 很 必 要 的 （ 见 图 90～ 97） 。 

· 64· 











（ 二 ） 山 石 画 法 

山 石 是 山 水 画 的 主 体 ， 是 画 好 山 水 画 的 关 键 。 古 人 讲 “ 石 为 山 之 骨 ” ， 故 有 “ 画 山 先 画 石 ” 之 

说 。 

1． 古 人 讲 “ 石 分 三 面 ” ， 只 有 画 出 三 面 ， 才 能 表 现 出 石 的 结 构 和 立 体 感 。 在 画 石 的 三 面 时 ， 

要 运 用 黑 白 对 比 关 系 ， 处 理 好 阴 阳 面 。 一 般 是 上 白 下 黑 、 左 白 右 黑 或 右 白 左 黑 ， 也 有 两 边 黑 中 间 

白 的 。 这 就 需 要 加 皴 ， 即 皴 下 不 皴 上 、 皴 左 不 皴 右 或 皴 右 不 皴 左 。 如 两 边 加 皴 ， 也 要 有 多 有 少 ， 

不 能 平 均 一 样 （ 见 图 98） 。 

图 98　 石 分 三 面 

2． 画 石 要 积 聚 适 宜 。 如 画 面 上 需 较 多 的 石 头 ， 不 能 大 小 一 样 ， 也 不 能 分 散 排 列 。 要 有 大 有 

小 ， 有 聚 有 散 ； 要 大 间 小 、 小 间 大 。 古 人 的 经 验 是 ： 近 山 处 ， 大 石 间 小 石 ； 近 水 处 因 碎 石 多 ， 故 为 小 

石 间 大 石 （ 见 图 99） 。 

3． 勾 、 皴 、 擦 、 染 和 点 ， 是 表 现 山 石 纹 理 形 态 的 技 法 ， 是 历 代 画 家 对 自 然 界 山 石 的 仔 细 观 

察 ， 不 断 发 现 、 总 结 、 发 展 而 形 成 的 ， 是 传 统 技 法 中 的 精 华 ， 对 我 国 山 水 画 的 创 作 ，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至 今 仍 有 现 实 的 指 导 意 义 。 我 们 必 须 认 真 学 习 、 继 承 和 发 展 ， 使 山 水 画 符 合 时 代 要 求 ， 展 现 

新 的 面 貌 。 

勾 　 用 墨 线 勾 石 外 轮 廓 、 石 内 纹 理 ， 就 是 石 的 大 体 结 构 。 勾 时 用 笔 要 顿 挫 有 力 ， 用 中 锋 侧 

锋 均 可 。 用 干 笔 （ 含 水 要 少 ） 勾 为 好 ， 能 显 示 石 的 坚 硬 质 感 。 

· 69 · 



图 99　 上 为 小 石 间 大 石 ， 下 为 大 石 间 小 石 

皴 　 是 在 勾 好 石 纹 的 阴 暗 处 ， 用 笔 加 以 皴 斫 ， 使 石 形 表 现 出 立 体 感 ， 皴 不 是 一 遍 就 可 完 成 

的 ， 可 先 淡 后 浓 。 可 半 干 即 皴 ， 也 可 全 干 再 皴 。 皴 时 可 用 破 墨 ， 也 可 用 积 墨 。 这 要 看 画 面 需 要 、 

个 人 习 惯 和 手 法 而 定 。 

擦 　 用 半 干 笔 在 皴 的 画 面 上 擦 上 一 层 黑 色 ， 以 增 加 画 面 的 深 厚 程 度 。 但 皴 有 笔 痕 ， 擦 没 有 

笔 痕 ， 只 有 深 浅 的 色 度 。 

染 　 是 用 淡 墨 水 渲 染 ， 进 一 步 加 深 山 石 的 立 体 感 和 深 厚 感 。 但 也 要 讲 笔 法 ， 不 能 平 涂 。 染 

时 可 留 空 白 及 飞 白 ， 也 可 采 用 以 淡 破 浓 的 方 法 ， 使 已 画 的 墨 色 增 加 柔 和 气 氛 。 

点 　 是 指 点 苔 ， 可 使 枯 燥 的 岩 石 顿 时 增 添 生 机 。 一 般 是 待 画 面 全 干 后 再 点 ， 也 可 在 半 干 半 

湿 时 点 ， 也 可 边 皴 边 点 。 如 勾 皴 山 石 俱 好 ， 可 不 点 苔 。 点 苔 以 简 为 宜 。 

4． 画 山 石 要 掌 握 主 要 皴 法 ， 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古 人 画 山 石 创 造 了 许 多 皴 法 ， 如 披 麻 皴 、 斧 

劈 皴 、 解 索 皴 、 折 带 皴 、 荷 叶 皴 、 米 皴 、 乱 柴 皴 和 云 头 皴 等 。 在 众 多 的 皴 法 中 ， 尤 以 斧 劈 皴 和 披 麻 

皴 最 为 重 要 。 斧 劈 皴 多 用 于 石 头 山 ， 披 麻 皴 多 用 于 土 石 山 。 其 他 皴 法 大 多 是 这 两 种 皴 法 派 生 出 

来 的 。 披 麻 皴 派 生 出 长 披 麻 皴 、 短 披 麻 皴 、 解 索 皴 、 荷 叶 皴 、 云 头 皴 等 。 斧 劈 皴 派 生 出 大 斧 劈 皴 、 

小 斧 劈 皴 、 折 带 皴 等 。 我 们 不 必 样 样 都 学 ， 把 最 重 要 的 、 最 基 本 的 学 好 ， 其 他 派 生 出 来 的 皴 法 自 

然 触 类 旁 通 。 传 统 皴 法 可 学 习 借 鉴 ， 但 不 能 束 缚 自 己 。 要 在 大 自 然 中 去 观 察 、 感 受 ， 加 深 对 各 种 

皴 法 的 理 解 ， 并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灵 活 运 用 。 同 时 ， 还 要 去 发 现 、 探 索 新 的 表 现 方 法 （ 见 图 100～ 

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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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山 水 画 中 各 种 墨 法 的 运 用 也 很 重 要 。 “ 墨 的 使 用 技 法 ” 中 ， 对 各 种 墨 法 作 了 介 绍 ， 不 同 

的 墨 色 产 生 不 同 的 艺 术 效 果 。 如 破 墨 法 使 墨 色 浓 淡 互 相 渗 透 掩 映 ， 滋 润 苍 翠 ； 积 墨 法 苍 润 浑 厚 ； 

泼 墨 法 酣 畅 淋 漓 ， 气 势 豪 放 （ 见 图 112～ 119） 。 具 体 画 法 ， 请 看 前 面 “ 墨 的 使 用 技 法 ” 。 

图 113　 先 散 锋 淡 墨 扫 画 山 形 ， 后 勾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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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先 泼 墨 后 勾 点 









（ 三 ） 云 的 画 法 

6． 画 山 首 先 要 明 白 山 的 部 位 和 结 构 。 山 有 山 头 、 山 面 、 山 背 、 山 脊 、 山 肩 、 山 腰 、 山 脚 。 山 的 

最 高 处 为 山 头 ， 正 面 为 山 面 ， 反 面 为 山 背 ， 联 结 处 为 山 脊 ， 旁 边 为 山 肩 ， 中 段 为 山 腰 ， 最 下 为 山 

脚 。 山 有 峰 ， 有 峦 ， 形 势 峻 拔 者 为 峰 ， 低 矮 较 圆 的 山 头 为 峦 。 群 山 高 大 者 为 主 峰 ， 围 绕 着 主 峰 高 

矮 不 一 的 山 峰 谓 之 群 峰 。 主 峰 、 群 峰 要 互 相 照 应 ， 形 成 整 体 。 山 有 主 体 ， 主 体 之 山 块 大 ， 其 他 无 

数 山 峰 环 抱 主 体 山 峰 。 一 幅 画 有 了 主 体 ， 就 可 避 免 凌 乱 。 连 绵 不 断 的 山 有 脉 ， 在 迂 回 曲 折 的 走 

向 中 ， 山 的 脉 络 要 显 示 出 来 。 

7． 画 山 先 要 取 势 ， 先 画 出 山 的 大 体 轮 廓 ， 从 大 处 着 眼 ， 不 要 把 许 多 碎 石 积 为 大 山 ， 要 放 弃 

一 些 杂 乱 的 东 西 。 要 远 观 山 势 ， 以 势 为 主 ， 皴 法 、 结 构 都 要 服 从 于 势 。 

8． 山 水 画 取 景 有 “ 三 远 法 ” ， 即 ： 高 远 、 深 远 和 平 远 。 自 山 下 而 仰 视 山 巅 ， 谓 之 高 远 ； 自 山 前 

而 窥 山 后 ， 谓 之 深 远 ； 自 近 山 而 望 远 山 ， 谓 之 平 远 。 “ 三 远 法 ” 是 以 不 同 视 点 位 置 观 察 ， 所 形 成 的 

透 视 变 化 ， 是 传 统 山 水 画 取 景 的 基 本 法 则 ， 也 是 传 统 山 水 画 构 图 的 基 本 方 法 。 “ 高 远 ” 适 于 表 现 

近 视 、 仰 视 山 势 的 突 兀 高 耸 ； “ 深 远 ” 适 于 表 现 渐 高 、 渐 远 山 势 的 重 叠 连 绵 ； “ 平 远 ” 适 于 纵 深 山 势 

的 一 望 无 际 。 这 种 不 固 定 在 一 个 视 点 ， 而 在 多 个 视 点 上 的 取 景 方 法 ， 不 仅 能 够 表 现 高 、 深 、 平 的 

感 受 ， 而 且 还 能 体 现 不 同 的 意 境 。 在 传 统 的 山 水 画 中 常 常 用 各 种 手 法 ， 表 现 画 家 对 高 、 深 、 平 的 

感 受 。 如 画 论 中 所 述 “ 欲 其 高 ， 当 以 泉 高 之 ” ， “ 欲 其 深 ， 当 以 云 深 之 ” ， “ 欲 其 平 ， 当 以 烟 平 之 ” ， 就 

是 利 用 泉 、 烟 、 云 的 烘 托 ， 增 强 对 “ 三 远 ” 的 感 受 ， 同 时 也 丰 富 了 画 面 情 调 ， 深 化 了 意 境 。 

云 在 山 水 画 中 非 常 重 要 。 历 代 画 家 对 云 有 很 多 描 绘 ， 如 “ 远 岫 与 云 容 相 连 ” ， “ 远 景 烟 笼 ” 、 

“ 深 岩 云 锁 ” ， “ 山 腰 云 塞 ” 等 等 。 北 宋 画 家 郭 熙 认 为 “ 山 以 烟 云 为 神 采 ” ， “ 得 烟 云 而 秀 媚 ” 。 中 国 

画 画 云 很 重 虚 实 相 生 ， 计 白 当 黑 。 云 烟 的 虚 和 白 ， 掩 藏 着 许 多 自 然 景 象 。 云 烟 变 幻 莫 测 ， 不 仅 丰 

富 了 画 面 ， 增 强 了 气 势 ， 也 给 人 以 神 秘 感 和 想 像 ， 是 创 造 美 好 意 境 、 生 动 气 韵 的 重 要 方 法 。 

云 的 画 法 ， 有 以 下 三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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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勾 云 



1． 勾 法 。 是 用 较 干 的 笔 ， 以 中 锋 勾 出 飞 动 的 流 云 。 线 条 要 流 畅 自 然 。 勾 云 具 有 装 饰 效 果 ， 

工 笔 人 物 画 背 景 常 用 此 法 。 水 墨 山 水 画 很 少 采 用 （ 见 图 120） 。 

2． 渲 染 法 。 可 先 用 铅 笔 轻 画 出 云 形 轮 廓 ， 再 用 羊 毫 笔 蘸 淡 水 墨 渲 染 ， 待 似 干 未 干 时 ， 在 云 

层 的 暗 部 用 稍 重 墨 加 染 ， 以 增 加 云 的 质 感 和 厚 度 。 渲 染 时 要 注 意 不 留 笔 痕 。 如 画 大 幅 云 ， 可 先 

把 纸 喷 湿 ， 待 似 干 未 干 时 渲 染 云 层 。 在 云 海 的 暗 部 ， 要 用 较 重 墨 多 次 渲 染 ， 增 强 云 层 的 立 体 感 和 

流 动 感 ， 以 显 示 云 击 岭 崖 、 气 吞 山 岳 的 磅 礴 气 势 （ 见 图 121） 。 

3． 留 白 法 。 是 在 画 山 和 画 树 时 ， 按 创 作 意 图 ， 把 流 云 部 分 空 出 来 ， 待 山 和 树 画 完 后 ， 再 适 当 

收 拾 渲 染 。 山 形 中 间 虽 留 有 一 道 白 云 ， 但 山 形 上 下 要 不 失 整 体 ， 以 表 现 云 烟 的 流 动 感 （ 见 图 

122） 。 

图 121　 渲 染 云 

图 122　 留 白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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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水 的 画 法 

山 水 画 ， 水 是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在 《 林 泉 高 致 》 中 ， 北 宋 画 家 郭 熙 就 有 “ 山 以 水 为 血 脉 ” 、 “ 山 得 

水 而 活 ” 的 论 述 。 山 水 画 如 果 不 画 水 ， 就 会 觉 得 干 枯 ， 缺 乏 活 力 。 水 的 形 态 很 多 ， 有 排 山 倒 海 的 

巨 浪 ， 有 风 平 浪 静 的 湖 面 ， 有 微 风 吹 起 的 涟 漪 ， 有 飞 流 直 下 的 瀑 布 ， 还 有 急 流 险 滩 、 涓 涓 细 流 以 

及 清 澈 的 山 泉 。 这 许 多 水 的 形 态 ， 都 是 画 家 们 喜 欢 表 现 的 题 材 。 

水 的 画 法 ，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种 ： 

图 123 　 波 涛 纹 

图 124 　 江 水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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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 涛 纹 。 适 于 表 现 大 江 大 海 中 的 风 浪 ， 汹 涌 澎 湃 ， 浪 花 翻 卷 （ 见 图 123） 。 

2． 江 水 纹 。 多 用 于 奔 腾 的 大 江 ， 表 现 江 水 声 势 浩 大 ， 急 流 涌 进 ， 浪 涡 旋 转 （ 见 图 124） 。 

3． 静 水 纹 。 多 用 于 表 现 微 风 吹 起 湖 面 的 水 波 （ 见 图 125） 。 

4． 瀑 布 。 瀑 布 大 多 从 两 峰 之 间 的 沟 中 流 出 。 画 时 首 先 要 考 虑 其 水 的 来 源 、 流 向 ， 水 经 过 石 

岩 阻 挡 而 产 生 的 分 流 ， 水 流 大 小 缓 急 及 曲 折 变 化 等 情 况 。 然 后 ， 在 构 图 时 ， 考 虑 如 何 表 现 瀑 布 的 

形 态 ， 安 排 瀑 布 两 边 的 山 石 树 木 及 水 源 等 。 用 淡 墨 勾 出 瀑 布 轮 廓 ， 画 出 瀑 布 内 线 ， 以 显 厚 度 ； 接 

着 画 两 侧 山 石 树 木 及 水 源 等 。 两 侧 的 墨 色 要 深 些 ， 以 衬 托 出 泉 水 源 头 的 美 妙 。 瀑 布 也 要 有 隐 有 

现 ， 可 用 树 木 掩 盖 ， 可 用 垂 石 隐 泉 ， 也 可 用 云 烟 锁 断 ， 以 增 添 情 趣 （ 见 图 126、 127、 128） 。 

图 125　 静 水 纹 

图 126　 瀑 布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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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点 景 人 物 、 房 舍 、 船 艇 、 桥 梁 画 法 

点 景 人 物 、 房 舍 、 船 艇 、 桥 梁 等 ， 能 活 跃 画 面 ， 反 映 生 活 ， 深 化 意 境 ， 增 加 情 趣 。 是 山 水 画 不 可 

缺 少 的 部 分 。 画 法 如 下 ： 

1． 点 景 人 物 画 法 （ 见 图 129） 

（ 1） 安 排 点 景 人 物 ， 要 与 山 水 境 界 相 协 调 。 人 物 在 画 面 上 的 比 重 、 位 置 、 大 小 要 适 当 ， 否 则 会 

影 响 作 品 意 境 。 

（ 2） 点 景 人 物 虽 小 ， 笔 墨 不 多 ， 但 神 志 要 认 真 处 理 ， 不 可 马 虎 草 率 。 登 山 、 览 景 、 观 瀑 、 划 船 等 

活 动 ， 都 应 描 绘 得 生 动 自 然 。 

（ 3） 人 的 活 动 姿 态 ， 有 坐 、 立 、 行 三 种 ， 要 与 境 界 协 调 ， 与 景 物 相 呼 应 。 

（ 4） 两 人 以 上 的 点 景 人 物 ， 要 相 互 照 应 ， 顾 盼 有 情 。 

（ 5） 画 点 景 人 物 ， 以 中 墨 （ 介 于 重 、 淡 墨 之 间 ） 勾 大 势 ， 以 浓 墨 提 之 。 线 条 要 简 练 ， 用 笔 要 稳 

健 ， 要 顿 挫 有 力 。 

图 129　 点 景 人 物 

2． 房 舍 画 法 （ 见 图 130） 

（ 1） 画 房 舍 要 根 据 地 势 情 况 安 排 。 一 般 是 山 凹 处 可 画 楼 阁 古 寺 ， 平 坡 处 可 画 房 屋 茅 亭 。 

（ 2） 画 房 舍 的 方 向 ， 不 要 与 画 境 相 背 。 

（ 3） 画 房 舍 较 多 时 ， 要 纵 横 交 插 ， 不 要 平 排 ， 以 免 呆 板 。 

（ 4） 画 房 舍 要 视 远 近 情 况 ， 以 不 同 方 法 表 现 。 隔 江 隔 山 远 树 中 ， 仅 画 屋 顶 。 坡 间 、 山 凹 小 树 

中 ， 除 画 屋 顶 外 ， 还 画 部 分 墙 壁 。 平 地 ， 除 树 遮 挡 外 ， 要 画 房 舍 全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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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　 房 舍 

（ 5） 画 亭 子 以 高 处 为 宜 。 亭 子 的 檐 要 向 外 放 ， 柱 要 向 里 收 ， 以 显 美 观 。 

（ 6） 画 房 舍 线 条 宜 拙 ， 运 笔 要 有 顿 挫 ， 用 墨 以 远 淡 近 重 为 佳 。 

3． 船 艇 画 法 （ 见 图 131） 

（ 1） 画 帆 船 要 注 意 风 的 方 向 。 船 上 人 的 动 态 ， 近 岸 树 木 及 小 草 被 风 吹 动 的 方 向 ， 都 要 与 船 帆 

飘 动 一 致 ， 不 得 相 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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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船 在 水 面 上 行 驶 ， 要 有 聚 散 。 如 画 三 只 船 ， 可 两 只 靠 近 、 一 只 稍 远 。 停 泊 船 只 ， 也 要 有 聚 

散 ， 但 不 要 停 放 得 杂 乱 无 序 。 

（ 3） 远 处 行 驶 的 帆 船 ， 因 看 得 模 糊 ， 一 般 不 画 船 身 ， 只 画 帆 的 一 半 即 可 。 

4． 桥 梁 画 法 （ 见 图 132） 

（ 1） 桥 有 石 孔 桥 、 木 板 桥 、 铁 索 桥 等 ， 要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适 当 安 排 。 要 与 山 水 境 界 协 调 ， 与 画 风 

一 致 。 

（ 2） 木 板 桥 多 架 在 水 浅 面 窄 的 小 河 上 ， 供 人 行 走 ， 很 有 情 趣 。 铁 索 桥 架 吊 在 大 山 之 间 的 河 流 

上 空 ， 行 人 过 桥 ， 小 心 谨 慎 ， 丰 富 了 画 面 意 境 。 多 孔 石 桥 一 般 修 建 在 较 宽 河 面 上 ， 由 于 桥 面 较 宽 ， 

桥 头 多 有 集 镇 ， 车 水 马 龙 ， 热 闹 非 凡 ， 显 示 繁 荣 景 象 。 村 头 塘 边 小 石 桥 ， 在 晚 霞 中 牧 牛 归 来 ， 水 中 

映 红 的 倒 影 ， 增 添 了 浓 郁 的 美 意 。 

园 林 中 各 式 各 样 的 石 孔 桥 ， 修 建 得 别 致 精 美 。 游 人 在 宜 人 的 景 色 中 活 动 ， 颇 有 诗 意 。 

现 代 建 筑 的 江 河 大 桥 ， 气 势 雄 伟 ， 显 示 了 祖 国 建 设 的 新 貌 。 

（ 3） 木 板 架 桥 ， 用 笔 要 粗 犷 些 。 石 桥 要 画 得 工 整 些 ， 但 不 要 呆 板 。 用 墨 以 中 墨 为 主 ， 重 墨 加 

提 。 

图 132　 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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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山 水 画 设 色 法 

山 水 画 设 色 ， 可 以 活 跃 画 面 ， 丰 富 色 彩 ， 美 化 意 境 ， 使 作 品 更 具 魅 力 ， 能 给 人 以 美 的 享 受 。 

1． 学 习 山 水 画 设 色 ， 必 须 首 先 了 解 中 国 画 设 色 的 特 点 。 本 书 第 二 部 分 虽 作 了 论 述 ， 但 还 有 

必 要 再 简 述 如 下 ： 

（ 1） 设 色 依 附 于 笔 墨 造 型 ； 

（ 2）  以 固 有 色 为 主 ； 

（ 3）  设 色 要 有 主 调 ； 

（ 4）  以 “ 意 ” 赋 彩 ； 

（ 5）  具 有 装 饰 性 。 

遵 循 这 些 特 点 ， 在 设 色 中 才 能 正 确 运 用 各 种 设 色 方 法 ， 使 作 品 得 到 较 好 效 果 。 

2． 本 书 第 二 部 分 讲 到 的 几 种 中 国 画 设 色 方 法 ， 包 括 填 色 、 点 写 、 托 色 、 染 色 、 罩 色 等 ， 山 水 

画 都 适 用 。 但 山 水 画 还 有 它 的 特 点 ， 需 更 多 的 设 色 方 法 ， 现 补 充 如 下 ： 

（ 1） 破 彩 法 　 在 作 画 时 先 用 一 种 色 ， 感 到 单 薄 或 较 浓 而 呆 板 时 ， 可 用 另 一 种 色 打 破 原 有 

的 色 ， 而 产 生 色 彩 浓 淡 、 相 互 渗 透 、 湿 润 华 滋 的 效 果 。 破 的 方 法 有 墨 破 色 、 色 破 墨 、 浓 破 淡 、 淡 破 

浓 等 。 要 乘 湿 破 ， 也 可 半 干 破 （ 见 图 133） 。 

图 133　 破 彩 （ 上 为 墨 破 色 ， 下 为 色 破 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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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积 彩 （ 一 ） 

（ 2） 积 彩 法 　 是 用 同 一 种 色 一 层 一 层 地 往 上 积 画 。 一 般 的 画 法 是 ， 先 有 墨 底 色 ， 然 后 用 其 

它 色 一 层 一 层 地 往 上 面 积 画 ， 直 到 满 意 为 止 。 积 画 时 ， 要 注 意 疏 密 聚 散 的 轻 重 浓 淡 。 魏 紫 熙 先 

生 的 《 井 冈 山 》 就 是 用 积 彩 法 画 的 。 他 以 象 征 手 法 ， 用 深 浅 不 同 、 疏 密 得 当 的 红 色 积 点 ， 把 连 绵 不 

断 的 井 冈 山 ， 描 绘 得 鲜 艳 夺 目 ， 雄 伟 壮 丽 ， 气 势 磅 礴 ， 充 分 显 示 了 中 国 画 的 艺 术 魅 力 。 用 积 彩 法 

表 现 夏 山 时 ， 在 山 头 墨 底 色 上 ， 用 石 青 、 石 绿 积 点 ， 会 使 人 感 到 苍 翠 欲 滴 （ 见 图 134、 135） 。 

图 135　 积 彩 （ 二 ） 

· 90 · 



图 136　 泼 彩 

（ 3） 泼 彩 法 　 这 是 大 写 意 山 水 的 一 种 画 法 。 用 含 水 量 大 的 斗 笔 ， 蘸 上 大 量 不 同 的 墨 、 色 ， 

在 宣 纸 上 尽 情 任 意 地 挥 洒 ， 使 色 彩 出 现 洇 、 渗 、 浑 化 ， 再 用 墨 笔 或 彩 笔 勾 画 收 拾 ， 就 出 现 一 幅 景 

色 美 妙 、 气 势 磅 礴 的 彩 墨 山 水 画 来 。 画 这 种 画 ， 画 家 思 想 境 界 要 高 ， 视 野 要 宽 ， 心 胸 开 阔 ， 还 要 有 

较 高 的 艺 术 修 养 ， 并 具 有 熟 练 的 写 意 技 能 。 否 则 是 画 不 出 来 的 （ 见 图 136） 。 

图 137　 先 彩 后 墨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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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　 先 彩 后 墨 （ 二 ） 

（ 4） 墨 、 彩 先 后 使 用 法 　 有 三 种 画 法 ： 一 是 先 墨 后 彩 ， 就 是 先 画 墨 稿 ， 然 后 着 色 ， 这 是 山 

水 画 的 一 般 画 法 。 二 是 先 彩 后 墨 ， 是 先 用 彩 色 画 大 块 面 山 石 等 ， 然 后 乘 湿 用 墨 笔 勾 皴 ， 并 添 画 

树 、 石 、 房 屋 等 ； 也 可 干 画 ， 但 韵 味 不 佳 。 三 是 墨 、 彩 结 合 ， 在 一 只 画 笔 的 笔 肚 、 笔 尖 蘸 上 不 同 的 

墨 、 色 ， 在 纸 上 画 出 不 同 的 色 彩 来 。 写 意 花 鸟 画 常 用 此 法 ， 用 在 山 水 画 上 ， 也 别 有 意 趣 （ 见 图 

137、 138、 139） 。 

图 139　 墨 、 彩 同 时 蘸 用 ， 后 勾 石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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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　 渲 染 出 界 

（ 5） 渲 染 出 界 法 　 用 墨 画 山 石 ， 待 似 干 未 干 时 ， 用 含 水 量 大 的 斗 笔 ， 蘸 上 所 需 的 色 彩 渲 

染 ， 靠 洇 的 作 用 ， 让 其 漫 出 山 石 轮 廓 线 外 。 画 远 山 时 ， 如 果 感 到 画 面 较 干 ， 缺 少 韵 味 ， 可 用 淡 墨 或 

淡 色 ， 在 轮 廓 线 和 皴 笔 线 上 描 画 一 遍 ， 有 意 让 它 出 界 。 这 种 方 法 ， 不 仅 增 加 了 山 石 韵 味 ， 也 衬 托 

出 山 石 的 立 体 感 （ 见 图 140） 。 

（ 6） 接 色 法 　 作 画 时 ， 用 不 同 的 颜 色 ， 让 其 融 接 起 来 的 画 法 。 要 求 乘 湿 泼 画 ， 使 不 同 色 的 

相 接 处 自 然 融 合 ， 不 见 笔 痕 （ 见 图 141） 。 泼 彩 、 泼 墨 画 常 用 此 法 ， 一 般 山 水 画 的 局 部 也 用 此 法 。 

图 141　 接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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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几 种 彩 墨 山 水 画 画 法 

1． 浅 绛 山 水 　 浅 绛 山 水 是 以 墨 为 主 ， 在 水 墨 画 稿 基 础 上 ， 施 以 淡 彩 完 成 的 。 主 要 用 色 有 赭 

石 、 藤 黄 、 花 青 ， 也 用 少 量 胭 脂 、 朱 砂 、 石 绿 。 画 的 步 骤 是 ： 先 画 好 水 墨 画 稿 （ 包 括 勾 、 皴 、 擦 、 点 、 

染 ） ， 干 后 ， 用 赭 石 加 上 少 量 藤 黄 、 墨 ， 对 山 、 石 、 树 干 、 人 物 、 船 艇 ， 通 染 一 遍 ， 对 阴 暗 处 染 深 些 。 干 

后 对 树 叶 、 草 坡 施 用 草 绿 或 花 青 。 天 、 水 、 云 、 烟 用 墨 青 或 墨 绿 染 绘 。 最 后 用 淡 墨 或 重 赭 黄 点 苔 

（ 见 图 142） 。 

图 142 　 浅 绛 山 水 

图 143　 小 青 绿 山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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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 　 大 青 绿 山 水 

2． 小 青 绿 山 水 　 小 青 绿 山 水 也 是 以 墨 为 主 ， 在 水 墨 画 稿 上 ， 施 以 浅 色 。 它 的 主 要 用 色 有 石 

青 、 石 绿 ， 也 有 少 量 赭 石 、 花 青 。 画 的 步 骤 是 ： 墨 稿 干 后 ， 对 山 石 施 上 石 绿 ， 受 光 处 和 远 处 要 淡 ， 近 

处 和 暗 处 要 深 些 ， 深 处 必 要 时 加 些 石 青 （ 见 图 143） 。 树 干 和 近 石 坡 用 赭 石 ， 树 叶 染 淡 石 绿 或 淡 

花 青 。 船 只 和 人 面 染 淡 赭 石 。 草 用 墨 色 写 画 ， 染 石 绿 。 远 山 和 天 、 云 、 水 ， 可 用 淡 墨 或 淡 花 青 。 用 

重 墨 或 石 青 点 苔 。 

3． 大 青 绿 山 水 　 大 青 绿 山 水 是 以 色 为 主 的 重 彩 山 水 画 。 它 的 主 要 用 色 有 石 青 、 石 绿 、 赭 石 

和 墨 。 画 的 步 骤 是 ： 先 用 墨 勾 画 山 石 轮 廓 ， 再 皴 山 石 暗 面 ， 不 要 皴 得 过 多 过 重 ， 也 不 要 用 墨 擦 染 ， 

要 留 出 山 石 空 白 ， 以 备 上 色 。 上 色 时 ， 先 在 山 脚 处 和 山 的 暗 面 ， 染 深 浅 不 同 的 赭 石 ， 作 为 底 色 。 然 

后 在 山 石 上 平 涂 石 绿 （ 不 要 把 皴 笔 和 赭 石 盖 上 ） ， 再 在 部 分 山 头 和 山 石 的 暗 面 涂 上 石 青 。 树 干 涂 

赭 石 ， 不 要 每 棵 树 干 都 涂 ； 远 树 不 涂 或 少 涂 、 淡 涂 。 树 叶 染 上 淡 石 绿 或 淡 石 青 。 点 苔 用 浓 淡 不 同 

的 墨 色 。 远 山 、 天 、 云 、 水 用 淡 墨 或 淡 石 青 、 淡 赭 石 染 绘 。 画 完 后 ， 如 湿 润 不 足 ， 韵 味 不 佳 ， 还 可 用 

草 色 罩 染 （ 见 图 144） 。 

4． 金 碧 山 水 　 金 碧 山 水 是 在 大 青 绿 山 水 画 的 基 础 上 ， 加 以 勾 金 、 涂 金 、 染 金 而 成 的 。 画 的 

方 法 是 ： 对 大 青 绿 山 水 轮 廓 和 皴 笔 ， 复 勾 金 色 线 ， 根 据 画 面 需 要 ， 可 用 金 色 在 山 的 暗 面 涂 染 。 金 

碧 山 水 画 ， 色 彩 艳 丽 ， 光 亮 厚 重 ， 金 碧 辉 煌 ， 具 有 鲜 明 的 装 饰 性 ， 并 能 显 示 中 国 画 的 民 族 特 色 （ 见 

图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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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构 　 图 

创 作 一 幅 画 ， 首 先 要 决 定 主 题 ， 也 叫 立 意 ， 即 古 人 所 说 的 “ 意 在 笔 先 ” 。 主 题 是 作 者 的 创 作 意 

图 ， 是 创 作 的 思 想 出 发 点 。 有 了 主 题 就 要 构 思 ， 就 是 想 一 想 在 画 面 上 如 何 表 现 和 突 出 主 题 。 根 

据 构 思 ， 在 画 面 上 安 排 物 象 的 位 置 ， 就 是 构 图 。 正 如 谢 赫 在 “ 六 法 ” 中 提 到 的 “ 经 营 位 置 ” ， 也 叫 布 

局 和 章 法 。 

构 图 形 式 美 不 美 ， 关 系 到 创 作 的 成 败 。 必 须 周 密 思 考 ， 深 思 熟 虑 ， 才 能 奏 效 。 古 人 作 画 “ 惨 

淡 经 营 ” ， 甚 至 “ 十 日 一 石 ， 五 日 一 水 ” ， 说 明 古 人 对 构 图 的 态 度 是 非 常 严 肃 的 。 

怎 样 构 图 呢 ？ 

1． 宾 主 分 明 　 画 面 上 布 置 的 物 象 ， 要 根 据 突 出 主 题 的 需 要 ， 做 到 有 主 有 次 ， 不 能 平 铺 直 

叙 。 分 清 哪 些 物 象 为 主 体 ， 哪 些 为 客 体 ， 将 主 体 摆 在 主 要 位 置 上 。 对 主 体 的 刻 画 ， 形 象 要 准 确 ， 

运 笔 要 流 畅 ， 色 彩 要 鲜 明 ， 精 神 要 充 沛 ， 气 势 要 轩 昂 。 “ 红 花 需 要 绿 叶 衬 ” ， 有 主 体 还 要 有 陪 衬 。 陪 

衬 的 形 象 应 在 从 属 的 地 位 ， 不 能 喧 宾 夺 主 ， 或 宾 主 不 分 。 

2． 开 合 得 当 　 开 就 是 画 面 展 开 ， 合 是 集 中 收 拢 。 开 而 无 合 则 画 面 松 散 ， 只 合 不 开 则 显 闭 

塞 。 只 有 开 合 得 当 ， 才 能 使 画 面 形 成 一 个 和 谐 的 整 体 ， 并 具 有 空 灵 感 ， 使 人 感 到 自 然 、 舒 服 。 

3． 虚 实 相 生 　 虚 是 指 画 面 空 白 处 ， 实 是 指 画 中 物 象 。 虚 与 实 在 画 面 上 起 到 调 节 和 变 化 的 

作 用 。 它 的 原 则 是 “ 实 者 虚 之 ， 虚 者 实 之 ” 。 如 果 “ 虚 者 虚 之 ” ， 必 然 空 洞 无 物 ； “ 实 者 实 之 ” ， 就 会 

令 人 感 到 太 闷 塞 。 因 此 ， 在 构 图 中 要 “ 以 虚 求 实 ” 、 “ 以 实 求 虚 ” 。 无 虚 不 能 显 实 ， 无 实 不 能 存 虚 。 

虚 和 实 是 相 对 的 ， 是 矛 盾 的 两 个 方 面 ， 谁 也 离 不 开 谁 ， 离 开 了 就 不 存 在 了 。 因 此 ， 画 面 上 既 要 有 

实 又 要 有 虚 。 只 有 这 样 ， 作 品 才 有 节 奏 感 ， 才 有 力 量 ， 才 有 意 境 ， 才 能 给 人 以 想 像 。 这 是 传 统 绘 

画 虚 实 对 比 的 规 律 。 

4． 疏 密 聚 散 　 疏 密 是 画 面 上 安 置 的 物 象 有 繁 有 简 ， 聚 散 是 安 置 物 象 位 置 的 集 中 或 分 散 。 

一 幅 画 ， 密 而 不 疏 ， 使 人 感 到 窒 息 ； 疏 而 不 密 ， 又 令 人 感 到 松 散 。 有 疏 有 密 ， 有 聚 有 散 ， 错 综 变 化 ， 

才 能 生 动 活 泼 ， 耐 人 寻 味 。 

5． 穿 插 隐 现 　 是 指 画 面 上 的 景 物 ， 不 能 一 览 无 余 地 排 列 出 来 。 必 须 有 隐 有 现 ， 有 高 低 正 

侧 ， 有 穿 插 交 错 ， 才 能 引 人 入 胜 ， 给 人 有 想 像 回 味 的 余 地 。 才 能 增 加 情 趣 ， 深 化 意 境 。 

6． 层 次 分 明 　 层 次 在 绘 画 中 非 常 重 要 ， 没 有 层 次 ， 就 没 有 远 近 、 前 后 ， 画 面 就 会 杂 乱 无 章 ， 

在 视 觉 上 造 成 混 乱 ， 使 人 感 到 很 不 舒 服 。 山 水 画 空 间 距 离 大 ， 咫 尺 千 里 ， 有 近 景 、 中 景 、 远 景 ， 前 

后 层 次 容 易 解 决 。 花 鸟 画 基 本 上 都 是 近 景 ， 物 体 前 后 相 距 不 远 ， 但 也 讲 前 后 层 次 。 

在 处 理 前 后 层 次 时 ， 一 般 重 墨 重 色 在 前 ， 淡 墨 淡 色 在 后 。 处 理 大 小 和 清 晰 度 ， 要 用 焦 点 透 

视 ， 做 到 近 的 清 楚 、 远 的 模 糊 。 

7． 注 重 气 势 　 气 势 就 是 作 品 要 有 魅 力 ， 有 感 染 力 ， 能 够 吸 引 人 们 ， 并 与 之 发 生 共 鸣 。 中 国 

画 中 的 写 意 花 鸟 与 山 水 画 ， 特 别 是 大 写 意 花 鸟 和 水 墨 山 水 画 ， 都 非 常 讲 究 气 势 。 要 使 作 品 有 气 

势 ， 必 须 有 出 奇 的 构 图 ， 遒 劲 的 线 条 ， 厚 重 的 笔 墨 ， 以 及 内 在 力 较 强 的 形 象 和 较 大 的 画 幅 。 当 然 ， 

小 幅 也 能 画 出 气 势 ， 但 毕 竟 画 不 出 大 的 气 势 来 。 更 重 要 的 是 画 家 思 想 境 界 要 高 ， 要 有 气 度 ， 心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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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阔 ， 没 有 这 些 素 质 ， 是 画 不 出 气 势 磅 礴 的 作 品 来 的 。 

8． 空 白 利 用 　 空 白 在 中 国 画 中 占 有 特 殊 地 位 ， 不 仅 在 历 代 画 家 作 品 中 可 见 ， 而 且 在 古 今 

画 论 中 多 有 谈 及 。 空 白 有 两 种 基 本 性 质 ， 就 是 它 的 形 象 性 和 调 节 性 。 它 是 构 成 中 国 画 形 式 美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 

空 白 的 形 象 性 可 分 为 单 一 形 象 性 和 多 样 形 象 性 。 单 一 形 象 性 ， 如 水 、 云 、 天 等 。 多 样 形 象 性 ， 

就 是 给 人 以 想 像 。 如 一 幅 画 ， 画 面 上 出 现 较 远 的 水 、 云 、 天 ， 分 不 清 是 水 是 云 是 天 ， 这 就 留 给 人 们 

自 己 去 想 像 了 。 

空 白 的 调 解 性 ， 在 花 鸟 画 中 特 别 重 要 。 它 的 调 解 作 用 ， 是 能 突 出 物 象 的 美 ， 美 化 画 面 ， 给 人 

在 视 觉 上 产 生 快 感 。 空 白 的 “ 空 灵 感 ” 就 是 空 白 调 解 画 面 的 效 果 之 一 。 空 白 也 表 现 “ 光 感 ” ， 这 也 

是 它 的 调 解 性 。 

9． 边 角 利 用 　 每 一 张 画 纸 都 有 四 边 四 角 ， 边 角 利 用 得 当 ， 能 够 丰 富 作 品 内 容 ， 助 长 气 势 ， 

深 化 意 境 ； 特 别 是 能 显 示 画 外 有 画 ， 增 加 意 趣 ， 耐 人 寻 味 。 

构 图 时 ， 上 下 左 右 四 个 纸 边 的 物 象 安 排 ， 不 能 平 均 对 待 ， 而 应 有 多 有 少 ， 有 大 有 小 ， 有 虚 有 

实 ， 有 轻 有 重 。 占 用 纸 边 ， 可 根 据 创 作 意 图 及 画 面 需 要 ， 把 物 体 从 纸 外 画 到 纸 内 ， 也 可 从 纸 内 画 

到 纸 外 。 这 样 画 ， 不 受 纸 张 局 限 ， 能 使 人 想 像 到 画 外 有 画 ， 作 品 意 趣 更 浓 ， 气 势 较 大 。 

四 角 占 用 ， 要 处 理 好 虚 实 关 系 。 一 幅 画 不 能 四 角 都 占 用 ， 都 占 用 就 会 感 到 闷 塞 、 呆 板 ， 而 没 

有 灵 气 。 四 角 不 可 左 右 皆 空 或 皆 实 ， 也 不 可 上 下 皆 空 或 皆 实 。 应 该 是 左 角 空 了 右 角 要 实 ， 上 角 

空 了 下 角 要 实 ； 相 反 ， 左 角 实 了 右 角 要 空 ， 上 角 实 了 下 角 要 空 。 这 样 构 图 ， 空 灵 感 强 ， 自 然 耐 看 。 

10． 几 何 形 式 的 利 用 　 几 何 形 式 的 构 图 ， 在 中 国 画 中 也 是 很 有 用 的 。 几 何 形 式 是 人 们 在 日 

常 生 活 接 触 经 验 中 ， 形 成 的 心 理 影 响 ， 很 自 然 地 与 绘 画 构 图 相 联 系 。 几 何 形 式 构 图 主 要 有 以 下 

三 种 ： 

（ 1） 倾 斜 线 构 成 的 三 角 面 ， 使 物 象 在 画 面 上 会 产 生 气 势 动 人 的 感 觉 。 是 人 们 平 时 对 倾 倒 物 

象 的 不 安 和 警 惕 心 理 的 影 响 。 

（ 2） 垂 直 线 构 成 的 方 形 面 ， 会 产 生 庄 重 、 雄 伟 的 感 觉 。 是 从 大 型 建 筑 结 构 上 得 来 的 心 理 影 

响 。 

（ 3） 曲 线 弧 形 构 成 的 画 面 ， 会 产 生 丰 富 美 满 的 感 觉 。 是 人 们 习 惯 圆 形 器 皿 物 象 而 引 起 的 联 

想 。 

11． 不 同 画 幅 的 利 用 　 在 构 图 上 ， 画 幅 的 大 小 及 竖 式 、 横 式 ， 对 画 的 效 果 有 很 大 关 系 。 大 幅 

画 ， 重 大 面 积 对 比 ， 气 势 足 ， 力 量 大 。 小 幅 画 ， 如 扇 面 、 尺 页 ， 重 韵 味 和 清 淡 和 谐 ， 耐 人 寻 味 。 竖 式 

画 ， 重 雄 健 挺 拔 。 横 式 画 ， 重 辽 阔 、 匀 称 。 

12． 题 款 和 印 章 　 题 款 和 印 章 是 构 图 不 可 缺 少 的 部 分 。 中 国 画 的 艺 术 美 ， 是 诗 、 书 、 画 、 印 

巧 妙 地 结 合 在 一 起 ， 相 互 补 充 ， 相 互 辉 映 ， 使 中 国 画 成 为 一 个 完 美 的 综 合 艺 术 。 这 也 是 中 国 画 的 

一 大 特 点 。 

首 先 谈 谈 题 款 。 

题 款 可 增 加 画 面 的 形 式 美 ， 还 可 补 充 和 阐 发 画 的 内 容 ， 以 及 记 载 画 家 作 画 时 的 思 想 感 情 、 

艺 术 见 解 等 。 这 有 助 于 作 品 的 内 在 美 。 

题 款 在 历 史 上 ， 元 代 以 前 作 画 多 不 用 款 ， 偶 见 用 款 也 多 是 隐 在 石 隙 或 不 明 显 的 树 身 、 树 根 

上 。 为 什 么 ？ 有 三 种 说 法 ： 一 是 恐 书 不 精 ， 有 害 画 面 ； 二 是 当 时 还 没 有 题 画 的 风 气 ； 三 是 宫 廷 画 

家 奉 皇 帝 之 命 作 画 ， 处 于 臣 民 地 位 ， 落 款 于 不 明 显 处 ， 以 表 示 恭 敬 之 意 。 元 代 以 后 ， 文 人 画 家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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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自 由 ， 常 常 借 题 发 挥 ， 嬉 笑 怒 骂 可 以 写 上 一 大 片 ， 以 抒 发 内 心 之 情 。 后 来 ， 随 着 绘 画 的 发 展 ， 题 

款 就 成 了 中 国 画 不 可 缺 少 的 组 成 部 分 。 

怎 样 题 款 ？ 

（ 1） 题 款 内 容 很 多 ， 作 者 姓 名 、 年 号 、 创 作 地 点 、 受 画 者 姓 名 、 画 意 、 画 理 、 诗 词 等 都 可 以 题 

写 。 

（ 2） 题 款 书 体 应 与 画 相 称 ， 写 意 画 宜 用 行 草 ， 工 笔 画 宜 用 楷 书 。 

（ 3） 款 题 到 什 么 地 方 ， 要 根 据 画 面 情 况 而 定 。 但 要 注 意 款 字 与 画 面 的 顶 边 保 持 一 定 距 离 ， 不 

能 挤 占 通 气 的 “ 灵 光 ” 。 

（ 4） 题 款 式 ， 有 长 题 、 横 题 、 夹 画 题 和 多 题 等 。 条 幅 宜 于 长 题 ， 以 助 气 势 。 横 幅 宜 于 横 题 ， 使 

画 面 更 加 辽 阔 。 夹 画 题 ， 可 补 充 画 的 不 足 ， 还 可 活 跃 画 面 的 气 氛 。 多 题 款 是 一 题 再 题 ， 任 意 发 挥 ， 

除 作 者 自 己 题 外 ， 还 有 他 人 题 诗 、 跋 、 语 。 

下 面 谈 谈 印 章 的 使 用 。 

印 章 也 称 “ 图 章 ” 。 秦 汉 时 ， 只 是 作 为 印 信 之 物 。 印 章 作 为 绘 画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 大 约 始 于 

宋 元 。 印 章 如 何 使 用 ， 原 则 上 要 与 题 跋 配 合 ， 与 画 面 相 照 应 。 

印 章 有 大 小 方 圆 、 正 长 扁 畸 等 多 种 形 状 。 有 名 章 、 闲 章 、 押 角 章 、 起 手 章 之 分 。 

怎 样 使 用 印 章 ？ 

（ 1） 印 章 大 小 。 名 章 不 能 大 于 题 跋 的 字 ， 最 好 小 于 题 字 。 闲 章 与 押 角 章 的 大 小 ， 可 根 据 画 面 

情 况 而 定 。 起 手 章 也 不 要 过 大 ， 应 与 跋 相 适 应 。 

（ 2） 印 章 字 体 要 与 画 风 相 称 。 工 细 作 品 用 小 篆 印 较 好 ， 苍 劲 写 意 画 用 粗 犷 篆 字 印 为 宜 。 

（ 3） 盖 印 的 位 置 。 名 章 盖 在 题 款 的 左 边 或 下 面 。 起 手 章 盖 在 题 款 的 右 上 边 起 手 处 。 闲 章 盖 

在 画 的 两 边 。 押 角 章 盖 在 左 或 右 的 下 角 ， 而 两 边 下 角 不 能 都 盖 。 

（ 4） 印 章 使 用 多 少 ， 要 根 据 画 面 和 题 款 情 况 而 定 。 如 有 一 方 合 适 就 用 一 方 ， 也 不 为 少 。 如 一 

方 不 足 ， 则 用 两 三 方 也 不 算 多 。 

（ 5） 闲 章 、 押 角 章 都 是 装 饰 章 ， 也 要 根 据 画 面 情 况 使 用 。 盖 章 时 ， 不 可 把 四 角 都 封 死 ， 封 死 就 

没 有 “ 灵 气 ” 了 。 同 时 ， 还 要 注 意 闲 章 不 要 多 盖 ， 盖 一 方 为 好 。 若 盖 两 方 、 三 方 ， 则 不 要 同 一 形 状 、 

大 小 ， 不 然 就 显 得 呆 板 平 淡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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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创 作 与 欣 赏 

（ 一 ） 感 　 情 

从 事 绘 画 的 人 ， 首 先 要 认 识 感 情 的 重 要 性 。 因 为 绘 画 是 感 情 的 表 现 ， 感 情 的 结 晶 。 感 情 主 

宰 绘 画 创 作 ， 感 情 迸 发 出 创 作 的 欲 望 。 

没 有 真 挚 的 感 情 ， 就 画 不 出 感 人 的 作 品 来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讲 ， 没 有 感 情 就 没 有 绘 画 。 要 使 

作 品 有 感 染 力 ， 就 要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 始 终 贯 穿 着 深 厚 的 感 情 。 也 就 是 说 ， 要 带 着 感 情 去 画 ， 使 自 

己 的 思 想 入 画 ， 如 同 戏 剧 演 员 要 “ 入 戏 ” 一 样 。 

感 情 从 何 而 来 ？ 从 客 观 实 际 生 活 中 来 ， 从 大 自 然 中 来 。 中 国 画 论 上 说 “ 触 景 生 情 ” ， “ 寓 情 于 

景 ” ， “ 情 景 交 融 ” ， 这 都 言 简 意 赅 地 说 明 了 其 中 道 理 。 同 时 ， 也 说 明 了 景 、 情 、 画 三 者 的 密 切 关 系 。 

怎 样 从 景 到 画 呢 ？ 其 中 枢 是 “ 情 ” 。 没 有 情 ， 是 不 可 能 产 生 主 观 和 客 观 的 统 一 物 — “ 画 ” 来 的 。 

不 同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感 情 ， 不 同 的 感 情 又 产 生 不 同 的 作 品 。 一 个 热 爱 祖 国 ， 热 爱 人 民 ， 对 生 活 

充 满 信 心 ， 乐 观 向 上 的 人 ， 他 的 作 品 必 然 是 健 康 的 ， 会 给 人 以 鼓 舞 ， 会 激 励 人 们 奋 发 前 进 。 相 反 ， 

一 个 缺 乏 道 德 修 养 ， 精 神 委 靡 不 振 的 人 ， 他 的 作 品 必 然 低 沉 、 消 极 、 甚 至 颓 废 ， 大 众 不 会 接 受 ， 反 

而 产 生 反 感 。 因 此 ， 必 须 加 强 道 德 修 养 ， 要 具 有 高 尚 情 操 ， 才 能 使 自 己 的 作 品 符 合 时 代 的 要 求 ， 

符 合 人 民 的 需 要 。 

（ 二 ） 修 　 养 

从 事 绘 画 的 人 ， 特 别 是 画 家 ， 懂 得 了 一 定 的 绘 画 理 论 ， 掌 握 了 一 些 绘 画 技 法 ， 还 是 不 够 的 。 

还 应 该 有 正 确 的 世 界 观 ， 广 博 的 学 识 ， 丰 富 的 想 像 力 ， 高 尚 的 品 德 ， 才 能 把 画 画 好 。 但 这 必 须 进 

行 长 期 的 自 觉 的 修 养 。 

世 界 观 是 画 家 的 灵 魂 ， 它 决 定 作 品 的 思 想 倾 向 ， 影 响 和 指 导 着 绘 画 的 实 践 活 动 。 因 此 ， 必 须 

树 立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世 界 观 ， 才 能 按 照 “ 客 观 — 主 观 — 作 品 ” 的 规 律 来 从 事 创 作 ； 就 会 按 照 

“ 实 践 — 认 识 — 再 实 践 — 再 认 识 ⋯ ⋯ ” 循 环 往 复 、 不 断 深 化 的 认 识 规 律 ， 来 进 行 绘 画 活 

动 ； 就 会 按 照 对 立 统 一 规 律 的 要 求 来 处 理 绘 画 中 的 许 多 矛 盾 ， 才 能 不 断 地 提 高 艺 术 水 平 。 

要 学 习 文 学 和 姊 妹 艺 术 ， 来 充 实 自 己 ， 丰 富 自 己 的 想 像 力 。 诗 、 书 、 画 、 印 组 成 完 整 美 妙 的 传 

统 绘 画 ， 诗 就 得 好 好 学 习 。 “ 诗 中 有 画 ， 画 中 有 诗 ” ， “ 诗 是 无 形 画 ， 画 是 有 形 诗 ” 。 要 用 诗 人 的 感 

情 和 手 法 作 画 ， 才 能 提 高 和 创 造 画 的 意 境 。 如 李 白 诗 句 “ 飞 流 直 下 三 千 尺 ， 疑 是 银 河 落 九 天 ” ， 会 

把 你 带 到 庐 山 香 炉 峰 下 的 大 瀑 布 前 ， 感 受 到 大 自 然 的 优 美 和 人 间 的 仙 境 世 界 。 杨 万 里 诗 句 “ 接 

天 莲 叶 无 穷 碧 ， 映 日 荷 花 别 样 红 ” ， 仿 佛 在 夏 季 的 早 晨 ， 置 身 在 宽 阔 的 荷 湖 边 ， 眺 望 远 处 的 荷 叶 

与 蓝 天 一 色 ； 近 处 的 荷 花 在 日 光 照 射 下 ， 显 出 格 外 的 红 艳 。 多 么 美 妙 的 情 景 啊 ！ 画 家 的 激 情 油 

然 而 生 ， 能 不 对 绘 画 创 造 意 境 有 所 帮 助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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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个 人 风 格 

京 剧 里 的 写 意 手 法 ， 也 值 得 学 习 。 如 《 秋 江 》 ， 舞 台 上 出 现 渔 夫 撑 船 的 动 人 姿 态 ， 无 水 似 有 

水 ， 多 么 感 人 ！ 定 能 帮 助 你 在 绘 画 中 高 度 概 括 ， 大 胆 取 舍 ， 创 造 意 境 。 

音 乐 中 的 休 止 ， 节 奏 的 快 慢 ， 旋 律 的 平 稳 、 低 潮 、 高 潮 ， 声 音 的 强 弱 、 雄 壮 、 优 美 、 婉 转 ， 都 会 

对 绘 画 的 意 境 处 理 ， 产 生 不 可 低 估 的 启 示 。 

绘 画 是 精 神 产 品 ， 光 有 绘 画 技 法 不 行 ， 人 品 很 重 要 ， 精 神 境 界 很 重 要 ， 它 直 接 影 响 作 品 的 品 

位 。 画 论 中 讲 ： “ 笔 墨 之 高 下 亦 如 人 品 ” ， “ 笔 墨 虽 出 于 手 ， 实 根 于 心 ” 。 可 见 ， 加 强 道 德 和 思 想 修 

养 的 重 要 性 ， 早 已 为 前 人 所 重 视 。 作 为 现 时 代 的 画 家 ， 更 必 须 心 地 善 良 ， 为 人 真 诚 ， 不 弄 虚 作 假 ， 

更 不 贪 图 名 利 。 否 则 ， 是 不 可 能 创 作 出 受 人 喜 爱 的 好 作 品 的 。 

（ 三 ） 以 形 写 神 

学 习 中 国 画 ， 特 别 是 进 入 创 作 阶 段 ， 必 须 弄 清 形 与 神 的 相 互 关 系 ， 才 能 使 自 己 的 作 品 达 到 

较 高 水 平 。 “ 形 ” 是 指 被 描 绘 物 象 的 外 貌 。 “ 神 ” 是 指 被 描 绘 物 象 的 内 在 精 神 和 外 在 神 态 ， 以 及 作 

者 创 造 艺 术 形 象 所 注 入 的 主 观 思 想 感 情 。 古 人 讲 “ 万 物 有 灵 ” ， 也 就 是 说 世 上 有 生 命 的 东 西 ， 包 

括 自 然 界 的 一 山 一 水 、 一 草 一 木 ， 既 有 其 形 ， 又 有 其 神 。 对 于 中 国 画 来 说 ， 没 有 无 神 的 形 ， 也 没 有 

无 形 的 神 。 神 是 依 附 于 形 的 ， 是 通 过 形 来 展 现 和 表 达 的 。 形 和 神 是 辩 证 统 一 的 。 只 有 形 似 才 能 

神 似 ， 做 不 到 形 似 就 达 不 到 神 似 。 写 形 是 传 神 的 手 段 ， 传 神 是 写 形 的 目 的 。 古 人 讲 “ 以 形 写 神 ” ， 

“ 形 存 则 神 在 ， 形 谢 则 神 灭 ” ， 都 强 调 了 形 神 的 统 一 。 因 此 ， 中 国 画 把 “ 形 神 兼 备 ” 的 原 则 作 为 创 作 

的 最 高 准 则 。 

怎 样 才 能 达 到 “ 形 神 兼 备 ” 呢 ？ 从 人 们 学 习 中 国 画 的 过 程 来 看 ， 都 要 经 过 “ 不 似 — 似 — 

不 似 ” 这 三 个 阶 段 。 初 学 者 由 于 观 察 力 不 强 ， 表 现 手 法 欠 缺 ， 描 绘 的 物 象 必 然 “ 不 似 ” 。 以 后 随 着 

多 方 面 能 力 的 提 高 ， 逐 渐 达 到 “ 似 ” 。 但 这 个 “ 似 ” ， 一 般 地 说 还 是 物 象 的 外 貌 ， 未 能 表 现 其 神 态 。 

以 后 ， 通 过 对 物 象 的 审 视 ， 并 融 进 了 主 观 感 情 ， 掌 握 和 采 取 了 高 度 概 括 、 大 胆 取 舍 、 夸 张 变 形 等 

手 法 ， 逐 渐 地 使 作 品 在 质 的 方 面 发 生 “ 飞 跃 ” ， 达 到 高 一 级 的 “ 不 似 ” 。 这 个 “ 不 似 ” 就 是 “ 神 似 ” ， 就 

是 “ 形 神 兼 备 ” 的 艺 术 境 界 。 

在 艺 术 造 型 上 ， 齐 白 石 大 师 主 张 “ 妙 在 似 与 不 似 之 间 ” 。 他 认 为 “ 太 似 为 媚 俗 ， 不 似 为 欺 世 ” 。 

怎 样 做 到 “ 似 与 不 似 之 间 ” ？ 他 说 ： “ 善 写 意 者 专 言 其 神 ， 工 写 生 者 只 重 其 形 ， 要 写 生 而 复 写 意 而 

后 复 写 生 ， 自 能 形 神 俱 见 。 ” 齐 白 石 这 一 主 张 ， 是 从 他 绘 画 实 践 经 验 中 提 出 的 ， 和 “ 形 神 兼 备 ” 、 

“ 形 神 统 一 ” 的 传 统 绘 画 理 论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个 人 风 格 是 绘 画 创 作 中 的 个 性 。 就 是 要 突 出 “ 我 ” 字 ， 画 出 自 己 的 风 格 。 中 国 有 句 老 话 说 

“ 画 如 其 人 ” ， 即 从 画 的 风 格 可 见 其 人 格 。 

《 颐 园 画 论 》 中 说 ： “ 吾 辈 处 世 ， 不 可 一 事 有 我 ， 惟 作 书 画 ， 必 须 处 处 有 我 。 我 者 何 ？ 独 成 一 家 

之 谓 耳 。 ” 这 就 是 风 格 ， 亦 即 “ 我 ” 的 观 点 。 石 涛 在 题 画 中 写 道 ： “ 今 问 南 北 宗 ， 我 宗 耶 ？ 一 时 捧 腹 

曰 ： 我 自 用 我 法 。 ” 明 确 地 主 张 要 有 自 己 的 艺 术 手 法 。 吴 昌 硕 也 说 ， “ 画 之 所 贵 ， 贵 存 我 ” ， “ 画 当 出 

己 意 ” 。 这 说 明 他 不 迷 信 前 人 ， 而 是 大 胆 创 新 ， 他 的 作 品 无 论 构 思 、 布 局 、 造 型 、 设 色 ， 均 力 求 新 

颖 ， 自 成 一 家 。 齐 白 石 主 张 “ 要 我 行 我 道 ， 下 笔 要 我 有 我 法 ” 。 这 些 绘 画 大 师 都 认 为 要 有 自 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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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意 　 境 

艺 术 风 格 ， 必 须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表 现 手 法 。 他 们 把 寻 找 “ 我 ” 的 主 动 精 神 ， 作 为 一 种 艺 术 主 张 提 出 ， 

是 符 合 艺 术 发 展 的 科 学 性 的 。 

强 调 绘 画 创 作 中 的 个 性 ， 就 是 要 在 绘 画 中 出 现 风 格 各 异 、 百 花 齐 放 的 繁 荣 景 象 ， 促 进 中 国 

画 的 发 展 。 作 为 一 个 画 家 来 说 ， 自 己 的 作 品 没 有 个 性 ， 绘 画 就 会 千 篇 一 律 ， 平 平 淡 淡 ， 难 有 作 为 。 

应 当 说 ， 一 个 画 家 的 历 史 ， 就 是 终 生 探 索 风 格 的 历 史 。 画 家 风 格 的 形 成 ， 标 志 着 在 艺 术 上 的 

成 熟 。 风 格 的 形 成 是 可 贵 的 ， 也 是 艰 难 的 。 有 的 画 家 探 索 了 一 辈 子 ， 却 并 没 有 画 出 自 己 的 风 格 。 

所 以 ， 在 学 习 绘 画 过 程 中 ， 认 识 “ 风 格 ”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有 关 因 素 是 很 有 必 要 的 。 

怎 样 形 成 “ 个 人 风 格 ” 呢 ？ 

1． 首 先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 要 熟 练 地 掌 握 绘 画 技 法 ， 懂 得 绘 画 的 一 般 理 论 及 其 规 律 。 从 无 法 到 

有 法 ， 打 好 扎 实 的 绘 画 基 础 ， 为 以 后 的 创 作 和 追 求 个 人 风 格 创 造 条 件 。 

2． 为 了 形 成 自 己 的 风 格 ， 在 继 承 传 统 和 学 习 别 人 经 验 上 必 须 有 排 他 性 。 可 选 择 与 自 己 气 

质 、 趣 味 、 技 巧 相 近 的 名 家 作 品 进 行 学 习 ， 借 别 人 的 风 格 来 表 达 自 己 的 感 受 。 但 是 学 习 别 人 的 经 

验 ， 正 如 李 可 染 所 说 ： “ 要 用 最 大 的 功 力 钻 进 去 ， 用 最 大 的 勇 气 打 出 来 。 ” 否 则 只 蹈 别 人 的 窠 臼 ， 

画 出 来 的 东 西 总 是 别 人 的 面 孔 ， 形 成 不 了 自 己 的 风 格 。 

3． 要 经 过 长 期 的 艰 苦 磨 炼 去 寻 找 “ 自 我 ” 。 关 键 是 要 突 破 他 人 的 画 风 ， 从 有 法 到 无 法 ， 探 索 

与 别 人 不 同 的 表 现 形 式 和 技 法 。 在 探 索 中 会 有 多 次 反 复 ， 要 不 怕 失 败 ， 有 勇 气 和 信 心 沿 着 寻 找 

“ 自 我 ” 的 道 路 走 下 去 。 “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 当 你 的 作 品 不 是 偶 然 地 、 间 断 地 ， 而 是 连 续 地 、 经 常 

地 出 现 “ 自 我 ” 的 艺 术 特 色 ， 并 被 人 们 所 接 受 时 ， 你 的 个 人 风 格 就 基 本 形 成 了 。 但 要 清 醒 地 知 道 ， 

“ 艺 无 止 境 ” ， 还 要 继 续 变 化 、 发 展 ， 达 到 更 高 的 艺 术 境 界 。 

什 么 是 意 境 ？ 意 境 是 绘 画 作 品 中 所 描 绘 的 生 活 图 景 和 表 现 的 思 想 感 情 融 合 一 致 而 形 成 的 

一 种 艺 术 境 界 。 李 可 染 先 生 曾 作 过 论 述 ， 他 说 ： “ 意 境 是 艺 术 的 灵 魂 ， 是 客 观 事 物 精 华 部 分 的 集 

中 ， 加 上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的 陶 铸 ， 经 过 高 度 的 艺 术 加 工 ， 达 到 情 景 交 融 的 美 的 境 界 ， 诗 的 境 界 。 ” 这 

一 论 述 不 但 确 切 地 提 出 了 意 境 的 概 念 ， 而 且 阐 明 了 意 境 的 来 源 与 创 造 过 程 。 

从 总 体 上 可 以 说 ， 意 境 是 艺 术 的 灵 魂 ， 是 画 家 终 生 追 求 的 最 高 目 标 。 没 有 意 境 或 意 境 不 鲜 

明 ， 作 品 就 不 能 引 人 入 胜 。 怎 样 才 能 获 得 意 境 呢 ？ 

1． 意 境 是 从 客 观 世 界 中 发 现 和 提 取 的 。 客 观 物 象 是 创 造 意 境 的 基 础 ， 必 须 深 刻 地 认 识 客 

观 物 象 的 实 质 。 艺 术 来 源 于 生 活 ， 但 又 不 等 于 生 活 。 绘 画 中 反 映 的 生 活 ， 比 现 实 生 活 更 高 ， 更 典 

型 ， 更 理 想 。 生 活 是 艺 术 的 惟 一 源 泉 ， 没 有 生 活 就 没 有 艺 术 ， 就 谈 不 上 创 造 意 境 了 。 因 此 ， 画 家 

必 须 深 入 生 活 ， 到 大 自 然 中 去 感 受 ， 去 发 现 最 美 好 、 最 生 动 、 最 典 型 、 最 理 想 的 物 象 ， 为 创 造 意 境 

搜 集 素 材 。 

2． 对 现 实 生 活 要 有 强 烈 的 感 情 。 因 为 客 观 物 象 必 须 经 过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的 陶 铸 ， 才 能 情 景 

相 融 ， 构 成 具 有 理 想 和 感 情 的 客 观 景 象 。 

3． 要 有 表 现 意 境 的 手 段 ， 才 能 对 客 观 物 象 进 行 艺 术 加 工 。 就 是 要 通 过 高 度 的 集 中 、 概 括 、 

夸 张 、 组 织 等 手 段 ， 塑 造 鲜 明 生 动 的 艺 术 形 象 ， 创 造 出 更 美 好 、 更 理 想 、 更 富 有 诗 意 的 艺 术 境 界 ， 

使 之 具 有 感 人 的 魅 力 ， 能 令 人 为 之 发 生 共 鸣 ， 并 得 到 美 的 艺 术 享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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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怎 样 欣 赏 中 国 画 

（ 六 ） 创 　 新 

艺 术 是 时 代 的 反 映 。 时 代 是 不 断 地 向 前 发 展 的 ， 中 国 画 也 要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而 发 展 。 由 于 

时 代 的 发 展 ， 社 会 的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 以 及 人 们 的 生 活 、 观 念 、 审 美 意 识 都 在 发 生 变 化 。 艺 术 贵 

在 创 新 ， 中 国 画 必 须 大 胆 地 创 造 新 的 形 式 和 技 法 ， 来 表 现 发 展 变 化 着 的 新 时 代 和 新 生 活 。 

当 代 许 多 画 家 热 心 于 创 新 ， 在 创 新 的 道 路 上 取 得 了 成 果 ， 创 作 了 许 多 好 作 品 ， 使 中 国 画 在 

表 现 内 容 、 形 式 或 技 法 上 都 有 新 的 发 展 变 化 。 但 是 ， 创 新 也 出 现 一 些 问 题 ， 主 要 是 如 何 对 待 传 

统 ， 如 何 正 确 地 认 识 和 处 理 传 统 与 创 新 、 借 鉴 的 关 系 。 有 的 人 不 下 苦 功 夫 学 习 传 统 理 论 和 技 法 ， 

想 走 捷 径 ， 急 于 求 成 ； 有 的 人 错 误 地 认 为 传 统 束 缚 了 创 新 的 手 脚 ， 把 继 承 传 统 和 创 新 对 立 起 来 ； 

有 的 人 甚 至 认 为 中 国 画 不 如 西 洋 画 ， 把 西 方 现 代 派 抽 象 的 东 西 ， 全 盘 搬 到 中 国 画 上 来 。 这 些 观 

点 和 做 法 ， 对 中 国 画 的 创 新 与 发 展 是 有 害 的 。 

中 国 画 如 何 创 新 ， 众 说 不 一 。 我 个 人 认 为 ： 

1． 要 在 继 承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创 新 。 中 国 画 的 传 统 ， 是 几 千 年 来 无 数 画 家 的 心 血 和 劳 动 的 结 

晶 ， 是 历 史 经 验 的 总 结 。 历 代 画 家 创 造 的 许 多 珍 贵 的 作 品 和 绘 画 理 论 、 技 法 ， 是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灿 

烂 文 化 的 宝 贵 财 富 。 没 有 传 统 就 成 为 无 源 之 水 ， 没 有 传 统 就 没 有 今 天 。 只 有 继 承 传 统 的 创 新 ， 

才 有 生 命 力 。 就 世 界 来 讲 ， 愈 是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绘 画 ， 才 愈 能 在 世 界 艺 林 中 放 出 光 彩 ，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 当 然 ， 传 统 也 是 发 展 的 ， 在 每 一 发 展 进 程 中 ， 总 是 继 承 优 秀 部 分 ， 否 定 不 适 用 的 东 西 ， 补 充 一 

些 新 的 内 容 。 这 也 是 中 国 画 发 展 的 必 然 规 律 。 

2． 在 创 新 中 要 大 胆 地 探 索 新 技 法 ， 以 辅 助 和 补 充 笔 墨 表 现 力 之 不 足 。 但 不 能 丢 掉 笔 墨 ， 丢 

掉 笔 墨 就 丢 掉 了 中 国 画 的 主 要 特 点 。 

3． 在 创 新 中 要 寻 找 新 内 容 。 过 去 无 人 表 现 的 物 象 ， 要 大 胆 地 去 探 索 。 要 画 出 生 活 之 新 ， 大 

自 然 之 新 ， 时 代 之 新 。 

4． 学 习 西 方 绘 画 之 长 ， 只 能 作 为 营 养 ， 批 判 地 吸 收 ， 以 丰 富 中 国 画 的 表 现 力 。 那 种 把 西 方 

绘 画 全 盘 “ 引 进 ” 、 “ 照 搬 ” 到 中 国 画 的 做 法 是 不 妥 的 ， 也 是 有 害 的 。 

前 面 讲 到 了 中 国 画 的 基 本 特 点 、 笔 墨 技 法 、 构 图 、 风 格 、 意 境 以 及 传 统 与 创 新 等 ， 不 仅 是 学 

习 和 创 作 中 国 画 的 基 本 内 容 ， 而 且 也 是 欣 赏 中 国 画 的 重 要 内 容 。 怎 样 欣 赏 中 国 画 ？ 主 要 看 三 个 

方 面 ： 

1． 看 看 画 面 上 ， 气 韵 生 动 不 生 动 ， 意 境 美 不 美 。 

一 幅 画 如 果 气 韵 生 动 ， 意 境 很 美 ， 就 有 艺 术 魅 力 ， 就 有 感 染 力 ， 就 能 够 拨 动 人 们 的 心 弦 ， 使 

其 发 生 共 鸣 。 这 是 决 定 作 品 成 败 的 重 要 标 准 。 

“ 气 韵 生 动 ” 是 谢 赫 在 “ 六 法 ” 中 提 出 的 一 “ 法 ” 。 是 一 千 多 年 来 我 国 绘 画 创 作 与 品 画 的 重 要 

准 则 。 一 幅 作 品 是 否 达 到 “ 气 韵 生 动 ” ， 还 要 看 画 中 是 否 做 到 “ 骨 法 用 笔 ” 、 “ 应 物 象 形 ” 、 “ 经 营 位 

置 ” 、 “ 随 类 赋 彩 ” ， 具 备 了 这 一 切 ， 就 会 给 人 以 完 整 的 又 是 具 体 的 感 受 。 “ 气 韵 生 动 ” 是 形 与 神 在 

画 面 上 的 统 一 ， 这 个 统 一 ， 具 有 极 高 的 艺 术 性 。 

“ 意 境 ” 是 绘 画 的 灵 魂 ， 要 达 到 美 的 境 界 ， 诗 的 境 界 ， 这 就 要 有 精 湛 的 艺 术 加 工 。 其 手 段 也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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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开 笔 墨 、 形 象 、 构 图 及 赋 彩 等 。 这 和 谢 赫 的 “ 六 法 ” 论 基 本 一 致 。 “ 意 境 ” 与 “ 气 韵 ” 在 字 面 上 不 

同 ， 但 实 质 上 都 是 对 作 品 要 求 达 到 一 个 完 美 而 生 动 的 感 人 的 艺 术 境 界 。 因 此 ， 我 们 欣 赏 一 幅 画 

的 大 效 果 时 ， 当 然 要 看 他 的 加 工 手 段 是 否 达 到 了 一 定 的 艺 术 高 度 ， 这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2． 看 看 画 面 上 ， 笔 墨 功 力 好 不 好 。 

笔 墨 功 力 是 中 国 画 的 主 要 特 点 。 创 作 一 幅 画 有 了 “ 立 意 ” ， 通 过 笔 墨 才 能 表 现 出 来 。 笔 和 墨 

是 工 具 与 材 料 ， 但 笔 墨 结 合 在 一 起 ， 经 过 画 家 的 运 用 ， 就 能 表 现 出 中 国 画 的 艺 术 美 。 笔 墨 运 用 的 

好 坏 ， 是 关 系 到 作 品 成 败 的 重 要 因 素 。 

谢 赫 在 “ 六 法 ” 中 提 出 要 “ 骨 法 用 笔 ” ， 就 是 运 笔 要 有 力 度 ， 有 节 奏 感 ， 有 韵 律 感 。 这 就 看 画 家 

运 笔 的 功 力 如 何 了 。 画 家 有 驾 驭 笔 的 能 力 ， 用 笔 纯 熟 ， 能 产 生 笔 力 、 笔 意 、 笔 趣 ， 能 适 度 掌 握 干 

湿 、 浓 淡 、 轻 重 ， 能 变 换 虚 实 ， 其 作 品 意 味 就 浓 ， 艺 术 效 果 就 好 。 

用 笔 重 在 勾 出 物 象 轮 廓 ， 表 现 线 的 优 美 。 用 墨 着 重 渲 染 和 表 现 画 面 ， 使 画 面 气 韵 生 动 。 笔 

以 达 气 ， 墨 以 生 韵 。 墨 通 过 笔 和 水 的 调 配 ， 产 生 干 湿 浓 淡 的 效 果 ； 画 家 以 干 湿 浓 淡 的 变 化 ， 显 示 

美 妙 的 墨 色 ， 表 现 丰 富 的 物 象 ， 也 表 现 了 画 家 的 主 观 情 趣 。 

中 国 画 的 笔 墨 是 民 族 传 统 绘 画 特 色 的 标 志 。 古 人 认 为 有 笔 有 墨 才 叫 “ 画 ” 。 也 可 以 说 ， 没 有 

笔 墨 就 不 能 称 为 “ 画 ” 。 “ 笔 墨 ” 这 两 个 字 ， 不 能 按 字 面 理 解 ， 而 是 指 笔 墨 的 美 ， 笔 墨 的 情 趣 。 这 种 

美 和 情 趣 ， 产 生 于 笔 法 、 墨 法 、 线 条 的 力 度 和 节 奏 感 ， 产 生 于 画 家 的 修 养 和 感 情 。 画 面 上 如 果 没 

有 笔 墨 的 形 式 美 ， 单 有 内 容 和 造 型 ， 这 种 画 不 能 成 为 传 统 的 中 国 画 。 

3． 看 看 画 面 上 ， 是 否 表 现 了 时 代 气 息 ， 是 否 有 新 意 。 

前 边 已 经 讲 到 ， 艺 术 是 时 代 的 反 映 ， 是 时 代 的 产 物 。 不 同 时 代 有 不 同 的 艺 术 。 由 于 时 代 发 

展 了 ， 社 会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以 及 人 们 生 活 、 观 念 、 审 美 意 识 都 在 变 化 。 中 国 画 也 必 须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而 变 化 。 因 此 ， 在 欣 赏 中 国 画 时 ， 应 该 看 看 作 品 在 继 承 传 统 的 基 础 上 ， 是 否 表 现 了 时 代 气 

息 ， 是 否 有 新 的 内 容 、 笔 墨 、 形 式 、 技 法 和 意 境 ， 这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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