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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笔人物画发展略论

作者：李芸  来源：中国美术教育

   中国意笔人物画以意想造型为特征，以画家与对象间的主体精神达成交融合一为目

标，以写意方式表现“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意象。在中国画体系中，人物画出现最

早，发展最早。而意笔人物画又是在工笔线描人物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物画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高度提炼、概括的艺术形式。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

之初的石器时代。 

  远古时代的彩陶和岩画上就已有了对人物的描绘，当然，那时人们对于表现现实人

物还力不从心。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描绘对象多是帝王将相、宗教人物等，描绘这些帝王

将相、闺阁仕女的方式是较工整细腻的工笔线描人物。画家通过对真实人物的描绘来歌

功颂德或怡悦性情。至宋时，由于绘画视野的扩大，画家产生了那种对于描绘宗教、宫

廷严肃生活的严谨作风和表现手法的不满足，于是人物画逐步摆脱客观物象的束缚，创

作时以主观的情感和意愿去提炼、改造所描绘的对象。“本于立意”是中国画艺术表现

的出发点，它的最高原则是“以形写神”。为了追求神韵，画家摆脱现实人物的束缚，

一反精工的画风，初创了“减笔画”，这正顺应了中国“以繁求简”，“无相恬淡”的

原则，因此中国写意人物首先出现在宗教画上。宋代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可以说开启

了中国意笔人物画之先河。石恪把强劲飞动的笔势与潇洒奔放的泼墨结合起来，水墨淋

漓，一气呵成，笔墨交融，浓淡相宜，表现了道释高僧的修行法力无边。  

  意笔人物画由于社会的历史的种种原因，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举步维艰，真正理解

它的人并不多，更不为封建的正统观念所认可，所谓曲高和寡。以至石恪以后几百年才

出现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意笔人物画大师－－梁楷。梁楷是南宋画家，工画人物、佛

道、鬼神，兼山水、花鸟。他的意笔人物画由工到放，由线到面，由笔到墨，由色到

泼，由繁到简，不断变化，不断创新，不断成熟，把人物画的用笔推向了一个自由表现

的境界，创造了简约疏括、洗练率真的崭新画风，从而真正揭开了中国绘画史上意笔人

物画的新纪元。梁楷借酒兴泼写的堪称为大化之作的《泼墨仙人图》，造型奔放有力，

简洁率意，寥寥几笔，神韵迥出，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沉醉神态，令人叫绝。梁楷的意

笔人物画更充分地发挥了笔墨的形式功能，在造型和表现手法上进入了完美成熟的境

地，形成我国意笔人物画历史上最初的高峰。此后，可以说是意笔人物画的漫漫长夜，

此类画作几近绝迹，远不如花鸟画和山水画那样阳光灿烂，光芒四射。人物画家仍以佛

教禅宗，文人雅士等为题材，但却没有了梁楷减笔的豪迈与抒放，一般以人工景意、工

意相间的作品居多。 

  至清末任伯年的出现，才使这一画种有了新的曙光。他曾学习过西洋素描速写法，

能准确抓住对象的神态和形态，加上中西贯通的绘画素养，其写意人物画自然古雅、清

新流畅，笔简意赅，形神兼备且雅俗共赏，大大地提高了人物画的表现力，并为后世留

了近万幅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他总结了我国意笔人物画的主要精神和技法，将意笔人

物画推向一个高潮。他过分强调了人物外形线条的作用，并没有达到笔墨酣畅，线墨结

合的境地。他人物造型上的巨大飞跃，扫除了古代文人画轻形尚意的弊端，为近现代意

笔人物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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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画家所受的种种束缚都已解除，意笔人物

画坛可谓百家争鸣，它的发展步入重新探索和新的开拓时期，并涌现出许多风格各异的

优秀作品。当代写意人物画是在继承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和吸收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但不难看出，西方写实绘画对中国意笔人物画形成的冲击和影响，它虽然弥补了

意笔人物画造型方面的不足，但也因此偏离了中国传统美学意义上意笔人物画的审美轨

道。很多作品除了能客观描绘现实对象外，少去了中国艺术中应有的空灵、神韵与恬淡

自然，加入了过多繁琐和不必要的枝节。在笔墨的运用上，虽然很多作品吸收了中国传

统山水画、花鸟画的一些技法，有的还运用一些新材料的特殊效果，作品的形式、风

格、题材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变化和创新，但有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作品

笔墨的力度远远不如前人。中国画“气韵生动”的最高准则要求意笔人物画，不但要形

似，更重要是神似，亦即作品应该有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而现在有很多作品重

“技”而不重“道”，所反映出的是内容的贫乏和精神的空虚，更有甚者，受现代商品

经济观念的影响，很多画家心浮气躁，利欲熏心，致使大量媚俗之作的出现，缺乏严肃

认真的创作态度，作品因之丧失了中国画所应蕴涵的关乎宇宙、生命、自然等的意义，

更谈不上古人泼墨大写意的那种洒脱与豪迈。诸种现象表明，中国意笔人物画的路很遥

远、很漫长抑或还有荆棘与坎坷。 

  人生有限，艺术无限。虽然意笔人物画的发展天地是广阔的，但它的前景不得不令

人深思。意笔人物画必须在文化上达到一种境界，方能保持它的合乎中国传统审美趣味

的气质与本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新不能脱离民族的文化心

理，应以本民族文化为本，去粗取精，融会贯通，综合发展。画家是创作主体，其精神

品位决定作品的高下，所以一个画家应具备相当的文化底蕴与深厚的笔墨涵养。中国古

代“书画同源”“善画者必工书”“善书者能工画”，当然这也是对当代意笔人物画家

的一个基本要求。诗、书、画、印四位一体是中国画的特色，它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是文化与技巧的融合，它体现的是一种典型而特殊的东方美，它是中国的，民族的，也

是世界的。中国画不是“穷途末路”，意笔人物画更不是，而是时代对我们的绘画提出

了挑战，我们必须接受挑战。归根结底，意笔人物画应植根于民族文化，不可舍本逐

末，而应追本求源，在此基础上，强化民族性，扩展视野，在不违背其规律的前提下可

以多元发展，并注意对外来文化，对民族民间艺术，对远古艺术的融合与吸收。同时对

于它的一些时代性和世界性的问题进一步探索与研究，只有这样，我们的意笔人物画才

能饱含生机，富有灵韵，走出一条民族的、世界的康庄大道。 

  李芸（1974—），女，山东临沂人，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联系方式：e-mail : 

zhuchongsh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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