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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种绘画能像中国画那样，具有一套流传有绪、体系完备而又灵活多变的图式规范
，无论赫赫大师还是莘莘学子，都无法绕开这套图式规范而取得成功。
可以说，历代国画名家既是图式的创造者，也是图式规范的承传者，正是承传和创造的完美结合，才
使他们赢得了中国发展长链上富有意义的一环。
也正因如此，中国画教学采取了迥异于西方的“课徒”方式，既通过先临摹后变革、先接受后理解、
先专一能后兼多方的“以法致道”之途径，来训练培养新一代国画家。
    然而，受历史条件和思想方法所限，人们往往拘囿于非常有限的家数甚至一家一派的狭隘圈子子，
使得这种教学方式的应变性很小，成才率极低。
如今，随着现代印刷术的普及，人们虽能看到大量的画册和课徒稿，但由于画册比原作缩小了许多倍
，无法看清细部技巧，课徒稿则沿袭着一家一派的教学方式，致使大多数人仍然对传统缺乏全面深入
的了解，未能将发展基点建立在深厚博大的基础上，而容易滑向一味迷信传统和轻易否定传统的两个
偏隘立场。
    有鉴于此，我们从历代名画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各种程式技法，分类汇编成册，并尽可能放大印刷
，昭示其微妙的局部细节，以冀读者对各家各派的法式风貌及其源流演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
从而有效地鉴古知今，厚积薄发，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不言而喻，本书对文物鉴赏家、美术史论工作者以及一般文化研究人士，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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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人物画技法述要　　中国画的技法，大致可以一分为二，其一为：中锋勾勒的双勾画法，其二为
中侧锋并用的水墨画法、双勾的画法，旨在以生动劲挺的中锋线条朽定物象的轮廓．在此基础上采用
渲染填彩法采表现物象的质量感，故有色彩的运用上往往是以重彩为幸，即以笔(墨)为骨，色为肉(在
双勾的画法中，尚有一类不设色的白描法，即纯以中锋线条组织，略事渲染来表现对象，这种画法，
大多是运用在人物画中)；水墨的画法，旨在以不同的用笔。
如中锋、侧锋、阔笔、细笔的绍合来表现不同的物象。
不须借助色彩而仅以水墨便能表现物象的质量感，故在色彩的运用往往是以淡彩为主即以笔为骨，墨
为肉， 彩则增其韵味。
双勾的画法  在以，粉饰人化，文明天下”之艺术伦理功能为主导的唐宋，长期占据着画坛的统治地
位；水墨的画法，本滥觞于表现特殊对象（山水）的形质，由于中同绘画的用笔与书法用笔的共通性
，随着文人参与绘画风气的兴起而渐与书法相凑泊，至明消更演为水墨大写意的洪流。
　　随着明清文人画的君临天下，对中国画技法的认识，形成了一些偏颇的门户主见，最突出的例子
，便体观在对由国画“工笔”和“写意”的分类上，即约定俗成地将“工笔”应刘于双勾填彩的画法
，而将“写意”应对于水墨的画法，形成了所谓“工笔重彩”“水墨写意”的专用名词。
然而，工整严谨亦即“工笔”，相放率意亦即”写意”，事实上只能是指风格而不能指技法，正如素
描是一套独方成科的技法，而在这套技法十既叫以包拒工整的风格，如达·芬奇的细笔，也可以包括
粗放的风格，如珂勒惠支的粗笔，但无论风格是粗是细，它们却都属十素描，因为风格是不能替代技
法的。
同理，在双勾填彩的画法中，既有画得极工细的，也有画得极为粗放的，如“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
未到气已吞”的吴道子，其所运用的双勾画法便应该是较粗放的，敦烨壁画中一些粗笔双勾的作品也
可以资证明，且今天擅用相笔白描的画家也小在少数；而在水墨画法中，既有画得极粗放的，也有画
得极工整的，如五代宋的水墨山水、徐熙花竹传派及元代的墨花墨禽，便是工整水墨画的代表。
故在双勾法和水墨画中，也都各自存在着工写、相细不同的风格变化，因此，以往以“工笔生彩”、
“水墨写意”两分的提法，其失误之处便在于将风格混同于技法，以流易源不但在逻辑上难以全面、
明晰地阐述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的技法，而且容易在观念上导致水墨画法必须是粗放{写意)的，而双
勾画法必须是精谨(工笔)的误解。
　　尽管“工笔重彩”、“水墨写意”这种偏见的形成。
刘今天中国画教学的学科分类上具有负面影响，但这却也鲜明地反映了中国画的主流技法由唐宋和宋
元再向明清及近现代转变的关捩。
这一关捩，与文人画的兴起和壮大是密不可分的。
正是因为这些转折，使中国画的技法日趋丰富，最终形成了上古以双勾填彩和水墨并重与近现代以水
墨为主的技法，上古以工整为主与近现代以粗放为主的画风分庭抗礼的局面，而在这一演变的具体过
程中，花鸟竹石的题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催化作用。
　　从题材上来说，花鸟竹石在重绘画伦理功能的晋唐时代并不占据画坛的重要地位，唐代是人物画
高度发展的时代，水墨山水于此际也开始崛起，但当时擅作花鸟的仅有边鸾和薜稷等为数不多的一些
名家，他们所运用的技法亦秉承着其时人物画盛行的双勾填彩法。
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后，中原画家大量西迁入蜀避祸（其中包括黄筌的老师刁光胤在内的一些花鸟画
高手），花鸟竹石的题材在一晌贪欢的孟蜀小朝廷得到了重视和发展，诞生了以黄筌、黄居寀、薄师
训等为代表的一批善以双勾填彩法作大幅花鸟竹石壁画的名家。
宋平蜀后，其时已名满天下的黄居寀执掌北宋画院，令富贵气十足的双勾填彩的画法成为当时花鸟画
坛的经典技法， 深刻地影响了两宋院体花鸟画的风气，随着两宋团扇以及装饰宫廷需要的奇形小构图
的兴起，原本用于装堂补壁的全景式花鸟画开始向精谨细腻的边角式花鸟画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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