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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近一年的精心准备，《新工笔文献丛书》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心中颇感欣慰。
犹记得，初见新工笔画作时，被它那繁复的渲染、细腻的纹路和精心的构图所吸引，止不住惊艳之余
，感觉到的是它背后深厚的文化体验。
尔后，时间飞逝，但对新工笔画作的痴迷却未减————分，反而愈加浓烈，并进而于其精雕细琢的
笔触中，感知到画家内心关于青春、关于梦想、关于探索的文化理想。
他们，是一群真诚的艺术家，在这个喧嚣的现代社会里。
以细致的毛笔，在宣纸或绢上，一丝不苟地记录、表述他们关于生命、关于存在、关于传统的文化体
验。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接触新工笔画的过程中与杭春晓先生的桐交，颇有些意外的收获。
正是与他悉心的交流，才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新工笔画的了解，并逐渐理解了此类绘画对于今日中国
文化崛起的意义、价值。
而对此套丛书的编撰。
他更是倾注了很多心血，耗费了大量精力，加之与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多年的梦
想才变成现实，才有了这眼下的书墨溢香。
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与这套丛书的编撰，与众多艺术家合作，共同探讨传统艺术形式的现代
性转型，从而在中国工笔画的当代化发展道路上，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力图通过画家自述、艺术家访谈、画作评论以及高清图集，呈现当代年轻工笔画家们的
心路历程，彰显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更试图勾勒出当代工笔画的发展轮廓、脉络与方向。
当然，丛书的出版，并非意味着这一任务的结束、目标的实现。
相反，它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因为，当代工笔画的发展绝不会就此止步，画家们的探索更不会就此停止。
　　就让我们站在这新的起点。
再次期待，期待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能超越此刻的成就，迎向更为辉煌的未来；期待他们的画作为中国
当代工笔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
本着对艺术的热爱，我们将⋯如既往地关注这些工笔画家的成长，与他们一起见证并记录中国当代工
笔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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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工笔文献丛书》图通过画家自述、艺术家访谈、画作评论以及高清图集，呈现当代年轻工笔画家
们的心路历程，彰显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更试图勾勒出当代工笔画的发展轮廓、脉络与方向。
该丛书的出版，并非意味着这一任务的结束、目标的实现。
相反，它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因为，当代工笔画的发展绝不会就此止步，画家们的探索更不会就此停止。

就让我们站在这新的起点，再次期待，期待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能超越此刻的成就，迎向更为辉煌的未
来；期待他们的画作为中国当代工笔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更多的可能。

本书为“新工笔文献丛书”之《郑庆余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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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庆余 1976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

200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200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中国人物画创作与理论方向博士学位。

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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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余：记得进校第一阶段课程就是于友善老师的线描人物写生，画一位女青年。
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尽己所能进行刻画，自以为相当深入，形也挺准的。
但于老师看后就指出：其他不说，单看女青年双眼皮就没有深入观察，结构、位置都不准确，两层眼
皮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准确交代，而这些在读本科之前都应该解决。
可以说，当时我是深受“刺激”啊。
哈哈，这是我们多年的笑谈。
　　余：但也就是这一次，使我知道严谨与深入的重要，从而逐步养成了对对象追根求源的习惯，只
有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准确。
于老师在写生示范时从来不避讳使用橡皮，不避讳反复修改。
虽然他于人体结构早已了然于胸，但对模特儿的观察仍旧极其仔细，即使每一个微小的局部，如眼角
、鼻孔等等，也都会反复研究，在仔细推敲后最终定形。
于老师极尽精微的写生功夫真是让我大受启发。
有人丰张线描写生要一气呵成，不加修改，这固然是种能力，但当其作为工笔绘画基础时，我认为不
必如此。
过于畅快的线条虽然帅气，但容易让自己的固有定式逐步取代或者一定程度上消解对于当前对象的深
入感受。
我从那时起就慢慢养成了研究性的“精雕细琢”，对细节充分重视，在不断修正中向“准确”靠拢。
中国绘画讲求概括，讲求“笔不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漠视细节，而是要达到“意到
”的境界。
这么丰富的内容，线应该要以怎样的一种微妙变化才能承载涵盖？
有时。
一根线结束时方向的细小差异就能暗示出不同的结构特征。
“吉简意赅”，这是线描语言自身特点所要求的，也是其艺术魅力的重要源泉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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