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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千年，工笔画如何展现时代魅力

悦 赏

施晓琴

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类型，工笔画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为成熟的画种之一。千百年来，它既有过辉煌，也曾因为战争而萧条，但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工笔画都没有停止演进的步伐，并在
发展过程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作品、理论知识和绘画技法。

日前，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和现代工笔画院等单位举办的全国第三届现代工笔画作品展上，工笔作为一种载体和形式，展现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和一种广泛的普及态势，可以说，如今工笔画作品在中国画创作中占据了很大
比例。这不仅指工笔画迅猛的发展态势占据了当代中国画的主体地位，而且指工笔画所体现的现代特征对于反映当下时代风貌的某些优势。那么，仅仅因为创作形式和展现题材的便利就一定能够实现工笔画的时代价值
吗？当代工笔画家如何传承创新，工笔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本版特别选登一组古今工笔画佳作，梳理古代工笔画的发展历程并结合专家评论文章，从一个切面观照工笔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新变中的种种现象。

作为中国绘画的一个品类，工笔画通常使

用“尽其精微”的手段，通过“取神得形，以线立

形，以形达意”获取神态与形体的完美统一。

在工笔画中，不论是人物画，还是花鸟画，都力

求形似，“形”在工笔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水

墨写意画不同，工笔画更多地关注细节，注重

写实。一般先要画好稿本，一幅完整的稿本需

要反复修改才能定稿，然后覆上有胶矾的宣纸

或绢，先用狼毫小笔勾勒，然后随类敷色，层层

渲染，从而取得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中国工笔画是世界上成熟得最早的画种，

其艺术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两千多年前战

国时期楚墓帛画《人物御龙图》来看，已具备了

中国工笔画的雏形。它以墨线为骨，加以平

涂，略有渲染，设色以矿物质颜料为主。至魏

晋南北朝时呈现出新的面貌，在继承此前以线

造型的基础上，人物造型的准确性、线描技法

的多样性、染色技法的细致完善等方面都取得

了极大进展，并涌现出曹不兴、卫协、顾恺之、

陆探微、张僧繇等画家，留下了《女史箴图》

《洛神赋图》等名垂历史的重要作品，为此后工

笔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

作品既注重形似，也注意突出人的精神气质，

且技法多样，出现了如“春蚕吐丝描”“游丝描”

等新技法。

唐代是古代工笔画创作的鼎盛时期，从传

世作品看，这一时期留下的绘画作品基本都是

工笔人物画。众所周知的阎立本、张萱、周昉、

吴道子都出自这个时代，他们的作品大多艳丽

高雅、造型雍容华贵，准确再现了盛唐时期上

层社会的生活情景与内心世界，体现了中国古

典工笔人物画高超的水平。这一时期的作品

描绘的都是现实生活，不仅具有很强的描写

性，而且富有诗意。无论在线条运笔还是设色

构图上，都体现出巨大的发展，这些特质在《簪

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捣练图》《虢国夫人

游春图》等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五代时

期，在工笔花鸟画领域，出现了“黄家富贵（黄

筌）、徐氏野逸（徐熙）”。黄筌为宫廷画家，所

画多为珍禽瑞鸟，钩花填色，画法略同于山水

人物，均富丽工巧，留有名作《写生珍禽图》；徐

熙则为没骨画法，不用勾廓，直接以色彩染出

物象之形态与神韵，表达精致，清新脱俗，时人

称谓“骨气风神冠绝古今”。

宋代工笔画也取得了一定发展，这一时期

题材范围变得更为宽广，出现了更多的风俗画

作品，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李公麟作

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工笔画家，开创了白描画

法，笔法绵密细致，留下了《五马图》《九歌图》

等佳作。元明以来，受时代影响，画坛虽然有

赵孟頫之倡“古意”、陈洪绶之冀“大成”、恽南

田之崇“静深”，但工笔画也很明显因受到文人

画的影响和冲击而日渐式微，如陈洪绶在他的

人物作品之中也透露出写意之风。此时的工

笔画虽然受西洋画法的影响，造型更加准确，

但整体感觉大多以柔弱为美，失去了隋唐时期

的恢弘博大的气势。

虽然追溯历史发现工笔画起源很早，但其

作为“工笔”或“工笔画”的概念，却是在清代的

画史画论中才首次出现。雍正十三年（1735

年），张庚的《国朝画征录》中以“工笔”与“率

笔”对举；乾隆时期的邵梅臣《画耕偶录》多次

运用“工笔”“写意”的概念，其中“为李甫画寿

岳图跋”直接使用了“工笔画”作为画体的名

称。此后的画论中也以“工以致精，细以表微”

等来表述工笔画的画体特征。

从“尽其精微”到“以形达意”

紧跟时代的工笔画

工笔画由于在观察与表现上具有鲜明的

视觉直接性，因而它更能贴近现实，紧跟时代

前行。当代生活为工笔画提供无比丰富的素

材资源和无比丰富的现实景观及心理景观，

从而使工笔画创作超越了人物、山水、花鸟题

材界限而向广阔的现实与超现实领域展开。

新的现实空间、新的事物及新的精神面貌成

为画家表现对象，现代的建筑、家居，现代人

的衣着服饰、工具用品等等与自然山川、花草

鸟禽等共同呈现出当代工笔的斑斓景象，或

是乡土情怀，或是工业场地，或是少数民族，

或是边塞风情，或是历史先贤，或是时代人

物，或是都市生活，或是边地景貌，当代的生

活体验与情感世界，充分展现工笔画多样的

创作题材。在自我生活体验的同时敞开对于

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在宏大主题

创作的同时也挖掘、表现平常人以及日常生

活的意义……艺术手法既有写实的，也有装

饰的，既有浪漫的，也有象征的，既有表现的，

也有抽象的。

被放大的工笔画

工笔画的笔、颜料及承载物的多种多样，

也使它具有语言系统的开放性。当代工笔画，

在媒材上被空前放大了，其绘画底子，不仅有

绢、熟纸，生宣、皮纸、亚麻乃至壁面都可以为

画，在颜料上不仅只是原有的几种矿物色及植

物色，也有了可以分出不同颗粒级数的矿物颜

料及水干色、高温结晶颜料等，同时，丙烯、水

粉、水彩颜料等也被画家自由遣用；其技法，更

有拓印、堆叠、滴洒、喷涂、贴箔、积色、水冲等。

这一切都为丰富工笔画语言提供了可能。更为

重要的是，当代工笔以极大的包容姿态，吸取古

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视觉表现观念及手法，从而

塑造了比古代工笔远为多样的表现形式。既有

从传统工笔发展而来的表现样式——一方面

保持传统工笔勾勒、分染的基本手法，一方面

又在造型、色彩及立意等方面体现出当代意

识；也有将水墨的表现语言，如墨色渗透及流

动的效果等援用到工笔画中，使其作品在积色

而呈深邃的同时，充满着水墨般空灵的韵味；

还有的工笔画家从日本画、油画及版画那里汲

取营养，无论在色彩的表现、画面构成还是材

质美感表现上都更为自由；更有借鉴壁画及民

间年画、版画，引入影视、网络、游戏、插画等图

像资源的各种新颖语言形式。

工笔画不能徒剩“精工细作”

无论是怎样开放的工笔，它都是工笔精神

的不同展现形式。工笔精神大体表现在：一、

精于体物的对待自然的态度与心境，这从它逼

真生动的传移模写表现出来；二、在制作上所

体现的匠人精神，这从它所说的“三矾九染”的

工夫表现出来；三、它宣示着一种昂扬、向上的

生命意态，这表现在它对绚丽色彩的热衷及技

法体系的建构热情。

现今的工笔界有“炫技”的倾向，画家热衷

烦琐的细节描绘和程式化的风格表现，随意

甚 至 滥 用 肌 理 。 这 种 倾 向 注 重 工 笔 画“ 制

作”，而缺少对这种延续千年的传统艺术门类

一贯强调的“写意性”及作品精神境界的追

求。古代文人画在文人的策略下被注入了诸

如中国哲学、诗文、书法等元素，从而演绎为

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绘画样式。工笔画在今

后的发展也必须借助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涵养

与滋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美术观察》杂志主编）

慈祥（国画） 240×140厘米 2016年 王天胜

开放的工笔
牛克诚

花鸟草虫图卷（国画） 161.5×32.6厘米 明 陈洪绶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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