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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代花鸟画坛，方楚雄是引人瞩目的高手，也是成效显著的名师。
他年少成名，精进不辍，年方耳顺，已有55年画龄，执教亦逾30年，无论创作或教学，都是极有特色
的实力派。
独树一帜的花鸟画创造与精神家园　　自古以来，中国花鸟画就不同于西方静物画，画中的花鸟畜兽
，从来不是案头标本，也不是盘中美味，而是鲜活的生命，既与人类的生息和谐共存，又与人的精神
息息相关。
至少从徐熙、黄筌开始，千百年来莫不如此。
尽管古今风格干差万别，艺术手段各极其妙，但无不以真善美为依归，形成了精神性与技能性统一的
传统，积淀丰厚，历久弥新。
　　虽然，优秀传统几经遮蔽，或因脱离体物而空泛恣意，或因图解政治而形同口号，或因市场引导
而失掉品味，但有见识的画家，总是把握传统精髓、贴近生活自然，在精深的思考和严肃的实践中，
顺应时代审美需要，遵照艺术规律，发挥独特创造。
方楚雄就是这样的画家。
他成长于新中国，成熟于新时期，筑基坚实而广博，吸纳广泛而灵活，创作独特而精到。
以稳健的步伐，铸就了实力的雄厚。
　　古代花鸟画的“富贵”与“野逸”，满足着贵族和文人的心灵需求，近代的大家开始冲破千古藩
篱，表现城乡平民趣味。
方楚雄的花鸟画，一开始就接受齐白石、郭味蕖的启示，关注花鸟的生存环境，通过古井、石磨、草
垛，藤筐，柴捆、扁担，描绘宅前屋后、篱下溪边的动人景观，抓住可感细节，开掘引人留恋乃至发
人深思的诗意美，讴歌朴素自足的农家风情，赞美生机无限的山区情境，平实质朴，意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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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花鸟画教学》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中国花鸟画教学的优秀成果，对中国花鸟画教学脉络进行
了清晰的梳理，并结合作者一二十余年的花鸟画创作与教学经验，对花鸟画教学中的理论、实践和重
要成果进行了总结与归纳，建立了完善的可操作的教学体系。
全书从本，科、研究生以及高级研修班学生的教学层面。
系统阐述了花鸟画的文化背景、理论结构，并结合具体的作品和创作案例，从临摹、写生和创作三方
面详细分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
　　《中国花鸟画教学》作者为我国著名花鸟画家、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资深教授。
有着广泛的知名度与学术影响力，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该书精选了经典的花鸟画创作，集成了花鸟画教学理论精粹。
推出了创作手记、教学对话等专栏，加强教材的实用性。
适用于普通高校本科美术学专业学生。
也适用于美术学专业研究生以及广大中国画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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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楚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中国画艺委会
委员。
作品入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并获奖。
作品被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及多家权威美术
馆、艺术馆收藏。
出版个人专著、画集数十种。
1997年被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评为“97中国画坛百杰”，2004。
年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黄宾虹奖”、“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奖”，2010年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工作者”、广州美术学院“德艺双馨杰出教师”称号。
 方楚雄，1950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市。
自幼喜欢画画，受教于王兰若、刘昌潮老师。
1978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受教于黎雄才、杨之光、何磊、陈金章诸老师。
 方楚雄自1978年毕业任教至今三十余年，秉承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优良传统和教学宗旨。
在教学实践上，以继承传统、兼容开拓的精神，严谨扎实、求真务实的作风并以他的学识和师德对学
生因材施教，取得显著成果，深得学生的热爱和同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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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溯源汇流精思——方楚雄的花鸟画创作与教学·薛永年序二 方楚雄花鸟画教学评析·李伟铭导
言一 教学宗旨和教学特色导言二 中国画教学沿革初探第一章 以临摹为主的传统学习花鸟画临摹(一)工
笔花鸟画临摹(二)写意花鸟画临摹教学对话一 关于“传统”的讨论教学对话二 老师教我学缶翁·杜宁
整理思考题练习题第二章 以写生为主的造型训练一、线描二、花卉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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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秋水》取材于我儿时熟悉的农村生活经历——牧鹅。
从生活的经验转换成绘画视觉形象，我选择了水墨意笔表现手法，略去细节的刻画，而突出某一特定
环境的画面——秋分时节，渡溪牧鹅，群鹅浮于溪水之中，大面积的水面。
可略去鹅群的各种动态细节描写，使画面形象趋于单纯，这样有利于笔墨的发挥，对于鹅群动态的选
择及组合，经过反复推敲，决定尽量减少动态的变化，力求呈现鹅只的整体形态及鹅与鹅之间的前后
穿插关系、避让关系。
在整体氛围的把握上，注重画面的形式构成变化，如平面化大面积晕染的水面与鹅只羽毛点垛的笔触
对比，疾风劲草与相对静态的水面、线条与墨块及留白、浓与淡的节奏对比等，都围绕画面整体协调
的关系展开。
　　在艺术语言的处理上，尽量发挥水墨的特性，以意取象，在保留笔墨韵味的前提下对形象进行加
工处理，得意不忘象。
简括鹅只形象，避免照相式的刻画，对鹅的形象进行夸张，如强调体积感、团块感，特别是对头部和
颈部进行夸张，使其更加厚实，并相应注意到质感的处理，如绒毛的蓬松感，通过笔墨湿晕衔接及破
墨法，使其质量感得到恰当的表达。
　　在此画的形式语言的探索上，带有一定的试验性。
此前我所研究的方向为写意花鸟画的程式语言，而写意花鸟画的程式语言如何应用于现代写意花鸟画
的创作，成为创作此画的主要技法问题，因此我做了一些试笔。
　　有观者谓此画带有一定的平面构成，也有的说借鉴了版画平面化的语言，这些都是我不曾想过、
始料不及的。
不过是一代人之知识构成，在画面上有所流露罢了。
　　对于写意花鸟画创作的语言选择及提炼，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程式另立炉灶，也不能囿于传统程
式。
毕竟传统程式的表现力难于表达更多鲜活的艺术形象，而抛开传统程式又难以获得“写意”语言的认
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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