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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技法：写意重彩人物画技法（一）

作者：杨沛璋  来源：拙风文化网

  杨沛璋，1951年生于天津，1976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国画系副主任。 

  其作品《海的儿子》、《五月》、《净土》、《我们的田野》分别入选第五、六、

八、九届全国美展，作品《山谷的回忆》入选 1988年博雅世艺术公司举办的全国中国画

大赛展，作品《信天游》入选内地与香港、台湾地区联合举办的当代水墨新人展。 

  1993年，杨沛璋在北京举办了《乡情·古韵》中国画个展。1995年，应法国北加莱

大区议会邀请在巴约尔市博物馆举办个展，组画《王佛》被该馆收藏。在1995年至1999

年的四年间，杨沛璋在法国、比利时等地相继举办个人画展八次，展出作品一百八十余

幅，受到当地艺术界广泛好评。 

  杨沛璋于1997年出版了个人画集，并著有《中国人物画技法教材》等。 

  学习绘画该从何处着手呢？我看首先是培养兴趣。当真的入道学画时，还得有一套

较正规的学习，要知道，每个画种除了形式不同外，学习的方法也各有不同。绘画不同

于数理化，知道了公式，按着公式去做就可以了。绘画之事除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还

须有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解的过程。根据每个人的领悟程度不同，进步也会有快有慢。

特别是中国画，在实践中需要体悟的东西就更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绘画的特点各

有不同，首先是造型观念的不同。如西方绘画在19世纪前是以写实为主，对物象的形

体、颜色、质量、空间等都以现实为依据。画面好似一面窗子或玻璃，画面上所画的东

西，都可以对照物体来检验。可中国画却不是这样，那画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就是

画，而不是真实的对象。中国画强调对物象的观察、理解与体验，以写“意”为准，体

现在画面上就是通过笔墨情趣而达到的一种意境。西画是通过光，用明暗调子、冷暖色

彩来表现物象。中国画则是用线及墨色的种种变化来表达作者的认识。所以西画的基本

练习是素描写生，而中国画则是先画树石，练习线的节奏与布置。空白与墨线有同样的

价值。物象讲平面剪影的效果，注意物象的外轮廓，以自然节奏见长。衣纹也不仅仅依

据人体结构，而是以美的节奏为主，形成程式化。所在在平时基本的练习上应当注重临

摹和读画，来加强个人审美意识和技法上的修养、造型能力的培养，注重平时的观察和

背默能力的锻炼。（附图为杨沛璋作品《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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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线做为塑形象的主要手段，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特点，线描的着眼点，在于形体

的轮廓和结构的重要转折点。而体积中的小面、大面，全部省去不画，是“虚”的。可

以说，轮廓和结构处是写实，并以这个写实带出虚写的画，=。在山水画技法中有一句普

通的画诀“石分三面，树分四枝”，“三面”就是指石头的体积感。这种体积感是在古

代画家眼中感觉到的，只是它表现出来时，用的不是分面法，而是领先结构塑造勾勒

法。画石头，一般先用两三笔把轮廓勾定，而后再用一两笔“破”之。轮廓自然包含有

石头的结构，而“破”的有笔，把岩石凸起的一些体积，按结构让他凸出来。在中国画

中，空间立体效果是通过线所描写的形体的透视结构中，间接联想出来的。它在形体

上，取得立体的间接介绍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平面的艺术效果，而这种平面的艺术效果

是中国画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这种平面的艺术手法，是和线、点的基本表现手法相关

联的。这和素描、油画中所追求的强调透视的直觉立体效果是迥然不同的。  （附图为

杨沛璋所作《新妆》） 

  中国画的造型训练 

  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的造型训练，在吸收传统的教学训练基础上，也融合了西方的教

学方法，注意写生的训练，这样较易于入手。中国人物写生并不只是对着模特如实描画

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造型思维的过程。首先要全面仔细地观察对象，体会对象的神

气情态，而脑中相应的产生一种形式，于是手脑相应落实在纸上。说起来似乎很简单，

真正画好可并不那么容易，对象的神气、情态的特征，然后加以强调。因为人的形体结

构是一样的，面貌也相差无几。如果事无俱细，平均对待地一一画来，很可能是千人一

面，没有什么感人之处。所以说，写生前的观察感受是十分重要的，不然，你就不知你

要的是画什么。这也是因为，中国画在作画时须笔笔生发，所以不可能是看一眼画一笔

的被动描绘，而是对描绘的对象达到能够默识于心，加上对一般人物结构的理解和描绘

   



的程式，强调其特征。一块一块地画下来，把人物分成头、颈、胸、腰、四肢、手脚等

几个主要体积结构，每个体积做为一个体块去勾勒。注意每个体块的外形轮廓所形成的

基本形，并强调这个基本形的特征。另外注意分析这些基本形所形成的不同对比关系，

及这种关系所形成关系所形成的节奏与韵律。具体到头部，以五官为单位，分得更细一

些，这样就能够主动地掌握形体，大胆地进行处理，达到简练，概括地塑造形体。所以

说熟悉和掌握人的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人的形体和衣纹就能随手而生。反之，即使

面前坐着人让你写生，也不知线条放在哪里，更不要说加工变化了。（附图为杨沛璋所

作《老人写生》） 

  中国画在造型能力上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即必须使造型能力达到高度的熟练。如

果画家对所描写的形体不是达到随心所欲的熟练程度，要在笔墨上达到高充成就是不可

能的。一个学画的人，如果造型能力差，他在创作中，写生中，必然会把全副精力集中

到像不像的问题上，结果越画越不像，就越是反反复复地涂涂改改，自然什么笔墨也谈

不上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既能在造型上做到非常准确而又能

顾得过来笔墨，这就是那些在人物造型上默背能力很强的人。 

  形体背默能力的训练，一般先是研究被背默对象的形体结构，然后通过大量的同一

物象的速写、默画，在脑里不断地大量地重复此物象的形体规律，而后逐步取得成效。

所研究的不是每一物象不同的面，而是研究某一物象的共同规律，就是它的形体规律；

不是着重在临时观察分析出体面，而是在研究其一物象规律基础的同时着重记忆，默

背。 

  作为艺术概括，我们不需要把每个人身上所有的细节都陈列出来，而是拣其中重要

的细节特征，鲜明地加以突出就可以了。形体记忆可以帮助我们选择重点细节，因为一

般无关大局的形体，按一般规律表现就可以了。一个能够背默形体的人，在写生中比不

能背默的容易掌握住其特征，就是因为他把一般形体，在很短的时间中随手解决了，重

点部分在描写，由于默背能力的支持，也不必看一眼画一笔，而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对象

的意志、表情、性格的一些感觉上。（附图为杨沛璋所作《观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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