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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学生宫建华将于今年出版《工笔重彩人物研究》一书。
中国工笔重彩画教学多年来一直缺少一册相关的教科书，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这本著述正好填补了
这一空白。
关于工笔重彩画的技法、颜料、画材以及创作的论文也不算少，但像宫建华这样从工笔重彩画创作理
念、形式意志（包括构图、色彩等）、艺术语言、技法与画材等全面而系统地写成专著，更便于集中
地了解中国工笔重彩画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进程，无论是对初学者还是研究者均多有裨益。
　　中国画有两大支：一为工笔重彩，一为文人水墨。
而工笔重彩画是中国画的原发形态，从西周帛画算起，它有3000年的历史；文人水墨画是在唐代中晚
期才开始出现的，仅有1000多年的历史。
工笔重彩画，古称“丹青”，至唐代称“重彩”，“工笔”一词至清代才出现。
“工笔重彩”的名称是1949年后才作为中国画中色彩一脉的普遍称谓，由工笔重彩画现代元老潘桀兹
与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江丰院长共同拟定的。
工笔重彩画在唐代是画坛主流，最为辉煌灿烂；至宋代，与文人水墨画是并驾齐驱；元代以后，文人
水墨画才成为画坛主流，工笔重彩画处于边缘和支流，这段历史不过七八百年。
　　汉晋时，工笔重彩画主要以公众艺术的形式——宗教壁画和墓室壁画——存在和传承着。
敦煌壁画、元代永乐宫道教壁画、明代法海寺佛教壁画（明代宫廷画家所绘）以及清代壁画（包括寺
庙道观的幡画、唐卡），都是与大众紧密联系的公众艺术。
我们今天正是公众艺术的时代，作为古代公众艺术的工笔重彩在现代发展壮大，是顺理成章之事。
“只有盛世才有工笔重彩画”，此话十分精辟。
时代呼唤时代的艺术。
20世纪初，中国画开始走出书斋和皇宫，包括工笔重彩画和文人水墨画。
1949年起，中国画以展览会、公共建筑壁画等形式走向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艺术。
工笔重彩画更以绚丽丰富的色彩，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人性的题材以及“天人合一”的传统人
文精神，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冷寂了七八百年之后，又有走回了画坛主流。
尤其近30年来，工笔重彩画更以氤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吐故纳新的全新姿态，汇入了改革开放的洪流
。
工笔重彩画吸引着众多的青年画家和学子们，工笔重彩画家队伍迅速壮大。
在美术专业院校选修工笔重彩画课程和愿终生从事这一专业的学生人数猛增，而且工笔重彩画佳作频
传。
当此形势，一册系统的工笔重彩画教材的编著，正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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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笔重彩人物画是在严谨的线描基础上，以丰富的染色程序，严格的方法步骤进行制作的一种画
法。
工整细致，线条讲究，色彩绚丽浓重是重彩画的特点，《工笔重彩人物画研究》对工笔重彩人物画技
法作了系统研究，帮助读者全面掌握工笔重彩人物画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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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笔重彩画的构图就是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构成规则。
对于初学者来说，规则是引导他们登堂入室的阶梯，而能够熟练地运用规则是一个成熟的画家所必须
具备的能力。
同时，规则又是创新的基础，创新的最终目的，就是创立新的规则。
对于一个高明的画家来说，凭着个性运用规则同样也是构筑新规则的阶梯。
只有恰到好处的掌握规则，才能建立艺术创造的秩序。
　　只有当把握秩序的能力得到发展时，才能发现自然界中的新秩序。
将这种新发现赋之以个体风格并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去，就形成了带有个性特征的新秩序。
因此，构图艺术的研究，自然就成了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中国画的构图艺术本来就是传统与创新的核心内涵。
　　意境的创造是绘画的灵魂，也是构图艺术的最终目的。
正因如此，构成形式的运用技巧只是一种手段，创造意境才达到这一目的。
构图方法既要合乎矩度，又要为创造意境时出新意。
既达到意境创造的化境，又不失构图艺术的美感内涵。
立象为造境，境生于象外，象与境的完美结合，自然超于象外。
这是构图超越客观物象局限的升华，也是对中国画构图艺术本质上的认同与把握。
　　当下，“构成”一词在整个中国画坛随处可闻，但有时又不免流于纯理性的点、线、面、色的安
置摆放，而对“以情造境”的布局往往有所忽视或是意识不到。
我们重温画史，或会有所启迪。
北宋画院至徽宗而极盛，其考试录取的标准是“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
工”；“去其意思超拔者为上”。
某次命题“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庸凡者多画空船系在岸边，或旁立一鹭鸶，或船篷立一只乌鸦，以示“无人”。
被选中的人是画一船工卧在船尾，横笛独吹，以示无人来渡河，安闲无事之状，精彩地诠释了诗句。
又命题“乱山藏古寺”，俗手画山中露出寺庙建筑的一角以体现“藏”字，成功者是画山中露一幡杆
。
相类的有“竹锁桥边卖酒家”，则仅于竹林边露一酒幌。
“嫩绿枝头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成功的画作不是画春天里的红花绿柳，而是画绿柳枝头上立
着红衣女子，丰富拓展了诗意。
“蝴蝶梦中家万里”，画汉代被困于匈奴万里之外的苏武，在牧羊中的小憩，启发读画者联想其梦的
内容，将原句中羁旅寂寞的个人感怀上升为彰显民族气节的大义，是对于命题的突破。
“踏花归去马蹄香”，则着意画追逐马蹄的蝴蝶，以扣“香”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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