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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教育界积极引入西方先进的思想体系，形成现代的教育理念。这次

运动涉及范围之广，不仅撼动了中国文化的基石——语言文字的基础，引起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变革，而且对于中

国传统艺术教育和创作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一批文化艺术改革的先驱者通过引入西法，并

以自身的艺术实践力图变革中国传统艺术，致使中国画坛创作的题材、流派以及艺术教育模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

新中国的艺术教育最初完全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上，它的优点在于有了系统的教学体系、完备的教育理念和专

门培养艺术创作人才的专业教材，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第一次形成全国统一、规范、规模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但它的

不足，也在于仍然固守学院式专业教育。

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教育再一次面临新的变革，随着文化产业的日趋繁荣，艺术教育不只针对专业

创作人员，培养专业画家，更多地是培养具有一定艺术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就像传统的耳提面命、师授徒习、私塾式

的教育模式无法适应大规模产业化人才培养的需要一样，多年一贯制的学院式人才培养模式同样制约了创意产业

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其中，艺术教育教材的创新不足与规模过小的问题尤显突出，艺术教育教材的同质化、地域化现

状远远滞后于艺术与设计教育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越来越影响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

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美术专业出版机构，近年来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广泛调研的

基础上，聚集了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组建了艺术教育专家委员会，力图打造一批新型的具有系统性、

实用性、前瞻性、示范性的艺术教育教材。内容涵盖传统的造型艺术、艺术设计以及新兴的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学

科，而且从理论到实践全面辐射艺术与设计的各个领域与层面。

这批教材的作者均为一线教师，他们中很多人不仅是长期从事艺术教育的专家、教授、院系领导，而且多年坚持

艺术与设计实践不辍，他们既是教育家，也是艺术家、设计家，这样深厚的专业基础为本套教材的撰写一变传统教材

的纸上谈兵，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的资讯、更加高屋建瓴的教学理念，与艺术与设计实践更加契合的经验——本套

教材也因此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活力。

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推动国内艺术教育的变革，促使学院式教学与科研得以跃进式的

发展，并且以此为国家催生、储备新型的人才群体—我们将努力打造符合国家“十二五”教育发展纲要的精品示范

性教材，这项工作是长期的，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宗旨所追求的。

谨以此序感谢所有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共同努力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总  序

社长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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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单纯元素—传统艺术中的材料

第一节  综合材料

一、感知综合

传统艺术的类型划分主要是依据材料来界定的。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材料决定艺术形式，每一种材料都会有一种特有的性能和

特点，这是其材料本身具有的特性，从而决定这种艺术形式的存

在。现在艺术类型的界定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和明显了，各种艺

术在创新的同时都在突破观念和材料的束缚，力图在有所作为。

材料的借用和材料的共用，已经打破了这种约定俗成的界限，目

前国外在现代艺术的洪流冲击之下，已经很少有传统的绘画，取

而代之的是综合绘画。

在材料上已经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是画面需要，什么材料都

可以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综合材料的展览总会，让人有耳目

一新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新的材料。新材料的介入拓展了

我们的审美视觉经验，它们是真正的新材料吗？也未必，只是材

料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被互换使用，中国画中材料可以被借用到

油画中；雕塑中材料可以被用到油画中；或者本应该是瓷器中技

法和材质被借用到雕塑中。各种艺术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和逐渐

地消解，没有什么材料是不能用的，只要你的创作需要。

全面地了解各种艺术形式的材料，便于以后的学习和综合材

料的创作，我们从传统划分艺术的方法出发，来研究各种艺术门

类的材料，还是很有必要的，以便继承和创新以及如何能够更好

的借鉴取材。

媒材运用与表现。在现代艺术创作中，材料的综合应用已是

不争的事实，综合材料作品在当代艺术语境中以其特殊语言形式

而存在，材料作品的普遍介入，材料作品的多元化。新媒体，装

置艺术，实验艺术，作品已经超越材料本体的质地语言，呈现出

更多的文化主题的切入和研究。

皮洛克《行动绘画》1957年

达利《沙发》 

经纬  综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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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知材料

什么是材料？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材料，只要能为我所用，一

切事物都可以成为可选的材料，它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还在文化

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从现代艺术材料中可见，材料的发展见证了

艺术的发展，从最初的岩画，简单的刻画，单纯的涂抹，笨拙的

石器到形式多变的彩陶文化，再从彩陶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再到各种各样金属的应用，到现在各种高分子材料，复合材料纳

米材料等层出不穷。材料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材料更

新演绎了人类进步的历史，也给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材料的分类

第一种方法：历史分类法

日本材料学家岛村昭冶提出按材料的发展历史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代的天然材料：是不改变自然物质性状，只做少量的加工而得

到的材料。如石器时代的木，石，竹，毛，皮骨，等。

第二代的加工材料：利用天然的材料经过不同程度地加工而得到的

材料，如纸张、陶瓷、青铜、玻璃等。

第三代的合成材料：利用化学合成方法将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物资

源加工而得到的新材料，如塑料、合成纤维、橡胶等。

第四代的复合材料：利用有机无机材料以及金属等材料复合而成的

材料。

第五代的智能材料：开发的智能环保的新型材料，代表了未来的材

料发展趋势。

第二种方法：是按材质的形态来划分

颗粒材料：材料呈现出颗粒或细小的形态。

线状材料：材料呈现出线形状态，如绳子，铁丝等线形或管状物。

面状材料：材料呈现出面状形态，如木板，玻璃，皮革金属板等。

块状材料：材料呈现出块状的形态，如石块，混凝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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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皮埃斯《作品2号》  

塔皮埃斯把垃圾放在孤立

的语境，试图割裂垃圾赖以生

存的空间对其进行荒诞组合，

从而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他 从 不 相 信 艺 术 的 内 在
价值，觉得艺术本身没有任何
价值，重要的是它作为原动力
和跳板的作用，帮我们获取知
识。所以感觉到可笑的是，人
们想用太多色彩、构图来丰富
艺术。艺术作品不过是一种让
人沉思的支托，一种用来集中
注意力、平抚或激发精神的手
段。至于它的价值只能由它的
效果来判定。

克里斯托《包装艺术》  

克里斯托1935年出生于保加利亚，后移居美国。他首创
包装艺术，作品从瓶子、油桶到整座纪念碑、山岩、岛屿。
这次包装起来的柏林国会大厦是他所有作品中吸引观众最多
的作品。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做了长达25年的努力。

包裹在大厦外面用了10万平方米织物和15600米长的尼
龙绳和铜架等其他设施，这次包装用的全部费用高达1500万
马克，全部由这对艺术家夫妇私人承担。据透露，他们为此
已负债数百万马克，但坚决拒绝政府、企业等任何方面的资
助，以保持艺术的独立性。拆下来的包装材料，他们也不允
许当作纪念品作商业销售，而是全部回炉充作原料。此前，
他们主要靠作画、售画来为包装大厦筹集资金。 

罗伯特·史密森《大地艺术》  

螺旋形防波堤（Spiral Jetty），犹他州，大地艺术螺旋形防波堤，
位于布里格姆（Brigham）以西30英里处，在大盐湖的北部。这个特殊
的雕塑由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于1970年用玄武岩和泥土创造而成。螺
旋长1500英尺（450米），一直延伸到湖深处。之后，由于湖面上升，
这个螺旋形防波堤沉于水下，1999年又重出湖面。

朴栖甫（1994年）混合材料 65×46cm   

朴栖甫认为藉由线条的方向，观者可以用视觉读出隐藏在线条背
后的艺术家的心理状态，朴西甫曾说过线条可以说是艺术家的另一种简
历，除了对线条的关注外，朴栖甫的作品中也很注重各种组成媒材间的
比例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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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画中的材料

一、岩画

你了解岩画吗？它有什么特点？岩画的材质你感兴趣吗？岩

画是古老的石刻文化，岩画对我们来说是遥远而神秘的，简洁的

勾勒图形，粗旷野性的自然雕刻，质朴无华的形式，记录他们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它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

首先它跨度大，分布广，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中国岩画有

南北之分，分为南北两个系统。

南系有云南仓源，广西左江，江苏连云港等地。南系岩画多

以红色涂绘，颜料以赤铁矿粉调合牛血等而成的，制作年代在战

国至东汉期间。

北系有内蒙阴山，新疆阿尔泰山，宁夏贺兰山等地。绵延数

千里，气势宏阔。北系岩画大都是刻制的，刻制又包括磨制、敲

凿与线刻。          

其次，它制作时间长，最早的可能是在3万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最晚出现在明清两代。

岩画以石质材料作为工具，具有粗犷、古朴、自然风格的石

刻艺术。岩画是在二维石面上来描绘心理图像，采用的矿物质颜

料一般都不会涂得很厚，有的把颜料和动物脂肪混合使用，也没

有突出的体量，平面的造型是基本的手段。

岩画大都凿刻在深灰或灰蓝色岩石上，凿或磨刻的图像斑

驳、稚拙、粗犷、简洁、浑然多变。色彩深浅交替，使图像产生

一种跃动感觉。

1. 岩画大都在山崖和石面上，造型古拙，内容丰富，几乎涉

及所有生活事件。      

2. 因岩画都历经千年风雨洗礼，斑驳多变，变化微妙。

3. 材质粗旷，厚重，色彩淡雅，以图形为主。

贺兰山岩画

西藏岩画

欧洲岩画

河套岩画

云南沧源岩画

知识链接

一点心得

岩画是远古先民的记

事 和 表 现 形 式 ， 工 具 简

陋 ， 使 用 简 单 的 刻 画 工

具。早期的绘画水平整体

不高，因而略显稚拙，但

是情感直接，材质只要是

在露天岩石上，各地不同

的岩石材质会出现不同的

机理的视觉效果。随着时

间的流逝，风雨的洗礼而

显出的斑斑效果也是其魅

力所在。在做综合材料作

品时，可以尝试多层上色

和叠置的手法，还可以厚

涂颜料来表现历史的沧桑

和厚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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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鱼纹盆（西安半坡）

彩陶船形壶（西安半坡）

彩陶瓮（马家窑）

二、彩 陶

彩陶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进

行描绘，用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元素，然后入窑烧制。在橙红色

胎地上呈现出赭红、黑、白等诸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形成纹样与

器物造型高度统一，达到装饰美化效果的陶器。

彩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1. 那就是它变化多端的各种纹样。有植物纹样，动物纹样，

还有具象纹样和抽象纹样，每一种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2. 当然是它多样的造型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不同的造型

风格。

3. 彩陶的色彩虽然单纯但是很质朴，一般都是以黑、白、红

为主，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

4. 那就是它的材质，彩陶的材质是介于土和瓷之间的一种材

料，质地密度不大，轻脆，通透，呈现出陶土本色。

 菱格纹彩陶双耳罐（马家窑）涡纹曲腹彩陶盆（庙底沟类型）

漩涡纹彩陶旋纹彩陶壶（马家窑）
知识链接

扩充一点

中国彩陶文化按地域划

分可以分为两个：

黄河流域：上游马家窑

文化，中游仰韶文化，下游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长 江 流 域 ： 河 姆 渡 文

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

其中彩陶最具代表性的

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第一章    单纯元素—传统艺术中的材料 7

漆画是以天然的大漆为主要材料的绘画，除漆之

外，还有金、银、铅、锡以及蛋壳、贝壳、石片、木

片等。入漆颜料除银朱之外，还有石黄、钛白、钛青

蓝、钛青绿等。漆画的技法丰富多彩，依据其技法不

同，漆画又可分成刻漆、堆漆、雕漆、嵌漆、彩绘、

磨漆等不同品种。漆画有绘画和工艺的双重性，各地

有不同的流派和制作工艺。

漆画独特的魅力源于材质的魅力，漆坚固耐用，

具有抗热力、抗酸力、不怕潮、耐水烫、可冲洗，打

磨推光能发出美丽的光泽。漆画成为室内甚至是室外

的装饰品，漆画的艺术理念是值得借鉴的。　 

三、漆画

1. 漆的特性决定了材质的魅力 

漆的特有属性，决定了漆画工艺比其他画种更具有魅力。

漆刮漆刷成了绘画的工具，漆液成了颜料的调合剂，金属箔粉、

螺钿、蛋壳等特殊材料，与嵌、引、撒、罩、磨等特殊手段，构

成了漆画的特异效果。朴素的、璀璨的、闪光的、亚光的各种质

材，嵌贴出似又不似的图象；故意使涂漆不平，撒以屑粉，填以

色漆，可以埋出虚虚实实、出奇制胜的画面；或发挥漆液稀释的

流动性，或运用堆漆来造成画面的雕刻效果及明暗效果，最后打

磨出五彩斑斓，闪闪发光的画面。它整体的装饰情味和耐人寻味

的细节及奇异的效果，使人在远距离观赏后，总有一种想走近摸

一摸的冲动。  

乔十光漆画作品

沈福文《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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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壁画

壁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壁画作为建筑物的

附属部分，它的装饰和美化功能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目前所存

的四大石窟都有壁画精品留存，现存史前绘画多为洞窟和摩崖壁

画，最早的距今已约2万年。秦汉时代的壁画以宫殿寺观壁画和墓

室壁画为主。由于佛教的兴起，汉代和魏晋时期壁画很繁荣。

现代壁画在材料和技法上都有所创新：

1. 壁雕，介于雕刻和壁画之间，倾向平面化构图，不以体积

造型为主，故仍接近壁画，有浅浮雕、深浮雕及阴刻线等手法，

材料有石质、水泥、陶瓷、木雕、青铜等；

2. 壁刻，用水泥掺和白垩土、石灰、石英砂，再调进颜料，

做出壁面，未干时，剥刻出不同色层，做成壁画；

3. 镶嵌壁画，主要以水泥调入粘合剂，用色石子、陶瓷片、

色玻璃、贝壳、珐琅、宝石等颗粒拼嵌而成；

4. 陶瓷壁画，便于制作，坚固耐久，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为

现代壁画广泛使用的手段。另外，还可利用各种工艺制作壁画，

如磨漆、漆画、织毯、印染、人造树脂、合成纤维等。

现代壁画涉及门类较多，已成为绘画、雕刻、工艺、建筑

和现代工业技术等学科间的一种边缘艺术。现代壁画更多地糅合

了西方绘画的材料和观念，比如丙烯，油画，还有各种新材料引

入，使得壁画更丰富多彩。

壁画以技法区分，有绘画型与绘画工艺型两类。绘画型指以绘画手段尤其是手绘方法直接完成于壁面上。具体画

法有：干壁画，在粗泥、细泥、石灰浆处理后的干燥墙面上绘制；湿壁画，基底半干时，以清石灰水调和颜料绘制，

须一次完成，难度较大。绘画工艺型是指以工艺制作手段来完成最后效果的壁画。由于手工工艺或现代工艺的制作，

加上各种材料的质感、肌理性能，能达到其他绘画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特殊艺术效果，故被现代壁画广泛采用。

敦煌壁画敦煌壁画

知识链接

中国的四大石窟：

敦煌莫高窟；

天水麦积山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

大同云冈石窟。

它们代表了中国壁画

的最高成就。

此外山西的永乐宫壁

画等，也是中国古代壁画

的精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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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画材料

中国画的独特之处，取决于其独特的材料，笔、墨、纸、砚是中国

画最基本的材料和工具。

中国画画材历经千年之后，现当代中国画在笔墨上试图突破材料和

观念的禁锢，做出种种尝试及各种实验艺术，通过对笔、墨、纸、砚形

式与材料的分解，去寻求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当代艺术家的水墨实验

作品，揭示了水墨艺术的架构形态进入当代艺术语境，这是从材料语言

形式进行视觉文化的再创造，展示了材料的无限拓展空间。

荆浩《匡庐图》五代
后梁（绢本）

《出水芙蓉图》宋人（绢本）

梁楷《泼墨仙人图》
宋（纸本）

周昉《簪花仕女图》唐（绢本）

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元（绢本）

唐寅《孟蜀宫妓图》
明（绢本）

吕 纪 《 桂 菊 山 禽
图》明（绢本）

沈周《庐山高图》
明（纸本）

郑 燮 《 兰 竹 图 》 清
（纸本）

朱 耷 《 杨 柳 浴 禽
图》（纸本）

黄胄《洪荒风雪》（纸本）

潘天寿《露气》（纸本）于非闇《牡丹双鸽》（纸本）齐 白 石 《 茨 菰 群 虾 》
（纸本）

吴昌硕《珠光》（纸本）



综合材料10

 马林《纸的综合》 798

 毛笔

胡伟作品（纸的综合材料）

1. 毛笔

毛笔的分类主要依大小尺寸，还有笔毛的种类、来源、形

状等来分。

按笔头用材的原料分类：主要以狼（黄鼠狼）毫、羊毫、

紫毫（紫色兔毫）、兼毫（狼毫和羊毫兼有）四大类为主。其

它还有鸭毛笔、猪毛笔、鼠毛笔、虎毛笔、黄牛耳毫笔等。

依尺寸可以简单的把毛笔分为：小楷、中楷、大楷。

依笔毛的种类可分为：软毫、硬毫、兼毫等。

安塞姆·基弗《两河流域》1989年（书玻璃）

徐冰《析世鉴天书》2001年（书法作品）



第一章    单纯元素—传统艺术中的材料 11

2. 宣纸

宣纸因产自我国安徽宣城（古称宣州，今宣州市）而得名，

主要集中于泾县，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宣纸因质地细薄、棉

韧、洁白、紧密等特性而著称于世。 以其耐老化、拉力强为最大

特色，有“千年寿纸”之称。成为历代书画家学习、创作的重要

用材之一。

3. 墨

墨是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中最基本的颜料之一。早期使用天

然石墨，秦汉以后因其材质的不同，出现了油烟、漆烟、松烟。

其制作工艺是用桐油、漆、松木枝，经过燃烧后产生的烟炱，并

掺入麝香、蛋白、苏木、明胶和冰片等原料，使做出的墨具有香

气、防腐、增光及固化硬度之效果。明清时是制墨兴盛期，出现

了以程君房、胡开文、曹素功等以安徽徽州为代表的徽墨名家。

宣纸

天禄阁图墨（清）寿星墨（清） 徽墨（曹素功）

墨模（胡开文虔制） 百牛图墨（明）叶茂实墨（南宋）

知识链接

徽墨产于徽州地区的

屯溪、歙县、绩溪等地，

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徽墨

以松为基本原料，渗入20

多种其他原料精制而成。

成品具有色泽黑润、坚而

有光、入纸不晕、经久不

褪 、 馨 香 浓 郁 及 防 腐 防

蛀等特点，宜书、宜画。

高档徽墨有顶漆烟、桐油

烟、特级松烟等。

拓展思考：

在宣纸上做两幅综合材料，首

先要体现出宣纸的特性，借用彩陶

的纹样，结合岩画的粗犷画面感和

稚拙的手法，一幅抽象作品，一幅

具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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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砚

砚是中国传统书画中所使用的墨汁研制工具。早期使用的

砚台材质以天然石质为主。汉代以后，由于制做砚台的水平的提

高，使用了金属、陶瓷、泥等材料制作，并出现了造型各异，工

艺考究的砚台。宋代以后，对砚台的制作更为精细，形成了端、

歙、洮河、澄泥四大名砚。人们对砚台的观念也不仅是使用，更

是成为欣赏、收藏之物件。

鼓形黑釉瓷暖砚（清） 龙虎纹端砚（清）

漆盒石砚（汉） 三足石砚（汉）兽形铜盒石砚（汉）

澄泥龙珠砚（元）萁形歙砚（唐） 抄手式洮河石砚（宋）

荷鱼朱砂澄泥砚（明） 杨慎著书端砚（明）蝉形歙砚（明）

知识链接

歙砚

我国四大名砚之一。

歙砚石质坚韧，具有下墨

快 、 不 损 笔 锋 、 墨 水 不

涸、洗之易净等特点，其

中“坚润”二字体现了歙

砚的特色。歙砚的品种繁

多，其中以罗纹、眉子为

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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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斐尔《雅典学院》

第三节  西画中的材料

一、壁画

壁画是西方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一般在洞穴、岩石、山崖

与建筑物的壁面等处。湿壁画是一种十分耐久的壁饰绘画。制作

时先在墙上涂一层粗灰泥，再涂上一层细灰泥，然后将大型的草

图描上去，再涂第三层更细的灰泥，这就是壁画的表层。由于灰

泥会干掉，因此涂的面积以一日的工作量为限。然后将溶于水或

石灰水的颜料，画在湿的灰泥上，由于颜料干了以后会变淡，因

此着色时要斟酌浓度。这种技法兴起于公元13世纪的意大利，至

16世纪趋于成熟。15世纪之前马萨乔的壁画便属于湿壁画，到了

拉斐尔之前其技法已经完全成熟。

吸取与转化

无论是绘画的材料媒介与空间形式，还是在体量感上的巨大

震撼力，都对现代综合材料的创作有无限的借鉴作用，材料的拓

展。手法的综合是材料综合的主要走向，从材料入手，在形式上

有所突破，利用视觉语言和材料资源重构当代艺术的材料艺术。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发明家、

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代表作。作品直接画于米兰圣玛丽亚修道院
的餐厅墙壁上。内容取材于《圣经》中耶稣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的故事
场景。

 这幅作品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代表作之
一。作品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中心，周围汇聚了著名哲学家和思
想家等。其宏伟的构图巧妙地将画面内容组织在三层拱门大厅中。

作品中的建筑形式及人物的装束，都表现出古希腊风格，不过实
际上，拉斐尔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雅典，在纵深开阔的大厅中，作者
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全都汇聚到了一起。他们代
表着哲学、数学、几何、音乐、天文等不同学科领域，既有古希腊、
古罗马的名家，又有当时的意大利名人。

在深度和广度的建筑空间里，众多人物的安排张弛而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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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坦培拉

坦培拉是指一切由水溶性、胶性颜料及结合剂组成的绘画，

常用于鸡蛋等乳性胶结合剂组成的绘画。坦培拉并非只使用蛋

液，也使用其它材料做媒介。蛋彩画是一种古老的绘画技法，用

蛋黄或蛋清调和颜料绘成的画，多画在敷有石膏表面的画板上。 

坦培拉材料蛋彩的调配是一门复杂的技巧，主要的用料有：

蛋剂、亚麻仁油、清水、薄荷油、达玛树脂、凡立水、酒精、醋

汁等，配制较复杂。配方不同，使用方法及效果也不同。

坦培拉绘画是欧洲古老的画种，曾经造就了乔托、波提切利

等众多绘画大师。现在有更多的艺术家和绘画爱好者希望通过对

这一古老画种的研习，来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

波提切利《春》蛋彩 

怀斯 《佃农》 板上坦培拉     

本·席恩作品（纤维板坦培拉）  

刘孔喜 《家中来信》

怀斯  《夜眠》

知识链接

通常人们以画家使用的颜料来鉴别

各类画种，以颜料中所含的媒介来为颜

料命名，即：

色粉与油结合是油画颜料；

色粉与阿拉伯胶结合是水彩颜料；

色粉与植物胶或骨胶结合是中国画

颜料；

色粉与蜡结合是蜡笔或彩色铅笔；

色粉与鸡蛋等乳液结合是坦培拉颜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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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油画

油画是用快干性的植物油，包括亚麻仁油、罂粟油、核桃

油等调和颜料，在棉布、亚麻布、纸板或木板上进行制作的一个

画种。作画时使用的稀释剂为挥发性的松节油和干性的亚麻仁油

等。画面所附着的颜料有较强的硬度，当画面干燥后，能长期保

持光泽。凭借颜料的遮盖力和透明性能较充分地表现描绘对象，

色彩丰富，立体质感强。油画是西洋画的主要画种之一。

丢勒《自画像》油画 安格尔《大宫女》油画 拉斐尔《西斯廷圣母》油画

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姑娘》油画夏尔丹《静物》油画 毕加索《亚威农少女》油画

蒙德里安《红黄蓝构成》油画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油画（局部） 吴作人《齐白石像》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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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材料

油画的主要材料和工具有颜料、画笔、画刀、画布、上光

油、外框等。

1.颜料

分矿物质和化学合成两大类。最初的颜料多为矿物质颜料，

由手工研磨成细末，作画时才进行调和使用 。近代由工厂成批生

产，装入锡管，颜料的种类也不断增加。颜料的性能与其所含的

化学成分有关，调色时，化学作用会使有些颜料之间产生不良反

应，因而，掌握颜料的性能有助于充分发挥油画技巧并使作品色

彩经久不变。 

2. 画笔

用弹性适中的动物毛制成，有尖锋圆形、平锋扁平形、短锋

扁平形及扇形等种类。 

安格尔《德布赫格丽公主肖像 》

洛佩斯 《便池与窗 》1971年（裱木板纸本油画） 

 新古典主义绘画的领袖

人物安格尔是西方公认的古典写
实绘画大师，尤其以高度写实的
肖像画著称。

安格尔作画基本属于直接画
法，但是分多次完成，在对各个
具体形体深入刻画时，较多使用
不透明的颜料，画得结实平整，
在形体明暗过渡处用扇形笔衔接
并将颜料扫成光滑的表面，几乎
看不出明显的笔触；然后再画出
各个细节。

 洛佩斯是西班牙当代依

然执着的走写实道路的现实主义
画家之一，他迷恋与日常生活中
看似平常的事物的描绘，《便池
与窗》是洛佩斯裱在木板上纸本
油画， 是他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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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的综合材料经验：

在油画里综合材料应用是

最为活跃和广泛的，从颜料上

来说不再是单纯的油画，而是

水粉、水彩、丙烯、坦培拉等

各种颜料和技法混合应用，在

材料上更是不拘一格。

1.基底：可以是各种纸、

布、板。

2 . 颜 料 ： 可 以 混 合 使

用，丙烯、油画、坦培拉、水

彩、水粉，都可以综合使用。

3. 技法：各种艺术门类的技法都可以综合使用。如拼贴重构等。

4. 拓展：根据需要各种现成品可以入画、如布料 、沙子、玻璃等。

5. 篇幅：尺度上不限。

3. 画刀

又称调色刀，用富有弹性的薄钢片制成，有尖状、圆状之

分，用于在调色板上调匀颜料。不少画家也以刀代笔，直接用刀

作画或部分地在画布上形成颜料层面、肌理，增加表现力。 

4. 画布

标准的画布，是将亚麻布或帆布紧绷在木质内框上后，用胶

或油与白粉掺和并涂刷在布的表面制作而成。一般做成不吸油又

具有一定布纹效果的底子，或根据创作需要做成半吸油或完全吸

油的底子。布纹的粗细根据画幅的大小而定，也根据作画效果的

需要选择。有的画家使用涂过底色的画布，容易形成统一的画面

色调，作画时还可不经意地露出底色。经过涂底制作后，不吸油

的木板或硬纸板也可以代替画布。 

5. 上光油

通常在油画完成并干透后罩涂上光油，保持画面的光泽度，

防止空气侵蚀和积垢。 

6. 画框

完整的油画作品包括画框，尤其是写实性较强的油画，画框

形成观者对作品视域的界限，使画面显得完整、集中，画中的物

象在观者的感觉中朝纵深发展。画框的厚薄、大小依作品内容而

定。古典油画的外框多用木料、石膏制成，近现代油画的画框较

多用铝合金等金属材料制成。 

塔皮埃斯（综合材料） 纳兰霍《梦境》

拓展思考：

在 木 板 上 绘 制 油

画，要求做出有一定肌

理感和厚重感的作品，

可仿壁画的机理，借用

版 画 的 各 种 手 法 如 刻

凿，腐蚀等手法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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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版画

版画是一个传统的绘画种类，创作时使用刀或化学药品等，

在木、石、麻胶、铜、锌等材料上进行雕刻或蚀刻，然后再通过

印刷，获得图画效果。

早期版画是由画、刻、印者相互分工，刻者只按照画稿刻

版，称复制版画；后来画、刻、印都由版画家一人来完成，版画

家得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艺术创造性，这种版画称创作版画。

《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 王式廓《改造二流子》 古元《减租会》

董克俊《太阳雨》综合版画苏新平《飘动的白云》平版陈彦龙《银色世界》凸版

陈洪绶《博古叶子》《御制秘藏诠山水图》宋代版画 《列女传·母仪》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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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尔《玛丽莲 梦露》丝网漏印

周胜华 《霜降》木板套色  张白波《 比目鱼》版画

毕加索《四个裸女》版画

 毕加索年轻时期就购买了小型

印刷机，开始进行版画创作的探索。在
纽约的Marlborough画廊开幕的“赞颂
缪斯：毕加索的女人们1905~1968版画
展”上，超过200幅毕加索的版画作品，
除展示毕加索手法繁多的版画制作技术
（蚀刻版画、铜版画、浮雕、平版刻
法）之外，还探索厘清了在版画这样的
创作媒介中—女性所充当的艺术缪斯
女神的角色。展出作品从毕加索完整的
第一张版画制作《LeRepas》（俭朴的
一餐，1905年）开始，也有艺术家后期
的成熟制作。作品者中有毕加索的女儿
Maya Widmaier Picasso。

张辉《MICKEY之一》 版画 丢勒 《基督受难》 铜版画吴冠中版画作品（珂罗版） 

版画材料： 

如压印机、压克力板材、笔刀、刻針、滾筒、锥子、刮片、

油画笔、布卷、印版纸、调色刀、扑克牌等。

按使用材料可分为：木版画、石版画、铜版画、瓷版画、纸

版画、丝网版画等。

按颜色可分为：黑白版画、单色版画、套色版画等。

按制作方法可分为：凹版、凸版、平版、孔版和综合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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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之一（石刻）

罗丹 《思想者》 青铜
37x28x18cm

达利 Dali，尖角犀牛 Rhinocéros 

Cosmique,93x42.5x22cm,1956,99 分之 47 

阿曼 Arman，飞跃的马 Cavalleria Eroica,82x31x21.6cm,2004 

 

阿曼 《飞跃的马》青铜 掷铁饼者

第四节 雕塑中的材料

一、雕塑

雕塑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制作的三维空

间形象的艺术。其制作手段有雕刻、塑、堆、贴、

焊、敲、编等。雕塑是雕、刻、塑三种创制方法的

总称。

圆雕、浮雕、透雕是其基本形式。泥雕是一种

简便易行的雕塑方式，多存在于民间。

雕塑按材料可分为木雕、铜雕、玉雕、石雕、

骨雕、漆雕、贝雕、根雕、冰雕、泥塑、面雕、陶

瓷雕塑、石膏像等。

按环境和功能又可分为城市雕塑、园林雕塑、

室内雕塑、室外雕塑、案头雕塑、架上雕塑等。

雕塑的材料相当多种，有粘土、石、木、金

属、石膏、树脂、象牙等。

二、木雕

木雕的主题多半以宗教为核心，除雕塑宗教偶

像之外，也用于祭坛、宗教场所的装饰。在木造建

筑兴盛的国家，木雕是随着建筑一同发展的。现代

的木雕则有相当多元化的风貌，艺术家喜欢用抽象

形式来表现。

三、石雕  

石雕发展的地区跟适合雕刻的石头产在哪里是

很有关系的，产石发达的地区，石雕的历史也相当

悠久。过去石雕的作品常被用来当做花园的摆饰、

门口的标志、或是陵寝建筑装饰等，基于石头厚

重、雕刻细节不易因风吹雨打而破坏，石雕作品多

以户外环境为主。常见的石雕材料是大理石。

 金 属 雕 塑 ： 罗 丹
的《思想者》是件青铜雕
塑作品。金属的特质更体
现出思想者本身的思想深
度。达利这名超现实主义
的旗手，在选材上也是特
具慧眼。一切新的材料都
被他用在作品的创作中。

达利《尖角犀牛》青铜
42x22x9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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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玉雕

玉是石中质地较好的名贵材料。玉，实际是优质的石，玉石

的种类非常多，有白玉、黄玉、碧玉、翡翠及玛瑙、绿松石、芙

蓉石等。玉石经加工雕琢成为精美的艺术品，称为玉雕。

寿山石除了大量用来生产千姿百态的印章外，还广泛用以雕

刻人物、动物、花鸟、山水风光及其他多种艺术品。这种供艺术

雕刻用的寿山石主要产于寿山及峨嵋、东仔、湖潭、石碧头等矿

床，其矿物成分以地开石、高岭石为主，叶腊石次之。

五、现代雕塑

现代雕塑的材料已经不受局限，在材料、形式、色彩、空间

上打开了绘画和雕塑的空间二维和三维的构成关系。

现代雕塑用新型材料，利用声、光、电等制作反传统的四维

雕塑、五维雕塑、声光雕塑、软雕塑、动态雕塑等。

寿山石篆刻印章

汉斯《提袋子的夫妇》1976年

拓展思考：

在一张已经完成的

绘画作品上，把需要有

空间和立体感的物象用

实物镶嵌和瓶贴手法布

置在画面上，尝试在二

维平面上拓展空间。

 乍一看，Bruno Catalano的青铜
雕塑作品《旅行者》像个神奇的错觉，
待仔细看过，就会发现原来作者巧妙利
用了雕塑的局部来支撑起整个人像，巧
夺天工。而那缺失的部分，可能是这一
个个旅人留恋的故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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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陶瓷中的材料

一、土

土在自然界中是最常见的物质之一，是岩石经历物理、化学、生

物风化作用以及剥蚀、搬运、沉积作用在交错复杂的自然环境中所生

成的各类沉积物。土主要是由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多种矿物颗粒构

成的，对有些土来讲除矿物颗粒外还含有有机质。

各地方的土在形状、颜色、质地、矿物成分上有很大的不同。有

东北的黑土，西北的黄土，云南的红土，还有棕色土等，这些看似很

平常的土是许多艺术品的主要来源，好的艺术视角能化泥土为神奇。 朱进 《老五》

加工过的红色颗粒土加工过的黄色颗粒土

黄色颗粒土

加工过的黑色颗粒土

自然黑色颗粒土

黑土地黄土高原

红棕色颗粒土

青藏高原

拓展思考：

收集本地的各种土

质材料以及瓷，以质地

或色彩为主做四张系列

作 品 ， 人 物 风 景 都 可

以，题材内容自定。尺

寸50 乘50  ，四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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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瓷

陶器代表了中国的文化。陶瓷材料大多是氧化物、氮化物、

硼化物和碳化物等。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

等。陶瓷材料一般硬度较高，但可塑性较差。除了在食器、装饰

上使用，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

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粘土经过淬取而成。而粘土

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

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

腐蚀。目前，陶瓷材料已经有许多新技术的创新，在硬度高，质

量轻，耐高温，防辐射等方面有卓越的性能，被广泛用于太空航

天领域。

粉彩镂孔转颈瓶

景德镇窑纹梅瓶

海水蟾纹三足洗

粉彩描金海晏河清瓷尊

三彩熏炉

珊瑚釉粉花鸟纹瓶

知识链接

五大名窑名瓷器 

钧窑、汝窑、官窑、定窑、哥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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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建筑中的材料

一、中国建筑

中国的建筑以土、木结构建筑为主，是封闭的群体空间格

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朴素淡雅的风格，主要

以茅草、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木架构为结构方式，柱、梁、

枋、檩、椽等构件，按照结构需要的实际大小、形状组合在一

起。这种建筑结构方式反映了古代宗法社会结构的清晰、有序和

稳定。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注重“线形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

动和节奏韵律，擅长以线造型，以线传情。

北京天坛祈年殿北京故宫太和殿

安徽宏村民居 山西灵石王家大院

苏州拙政园 福建土楼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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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材料的应用

1. 石材的应用

中华民族运用石材的历史应该说非常悠久，从原始的生产劳

动工具开始，到运用于建筑中。建筑中石材的应用范围包含了牌

坊、石碑、栏杆、台阶、桥梁、柱基等。

石舫（北京颐和园） 石栏杆及柱头（北京北海）石牌坊（北京十三陵神道） 石桥（河北赵县赵州桥）

石亭

亭作为汉代传统建筑中一个重要形式，因其功能多为供人休息，主要建筑在路

边、野外为主。亭的形式多样，《园冶》中说，亭“造式无定，自三角、四角、五

角、梅花、六角、横圭、八角到十字，随意合宜则制，惟地图可略式也。”它在野

外供人休息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很多亭都以石材为主，而且多使用石雕，雕刻纹饰非

常丰富。苏州的虎丘二仙亭运用石料建筑可谓与周围环境融洽，多经过的几百年岁

月的洗礼。原亭在外檐枋、四边梁柱的内外侧都有精美雕刻，目前也保留较好,题

材多取材于民间吉祥图案和神话传说。

浙江沿海民居的石窗

石材在浙东沿海地区的应用

独具特色，因受海洋气候的影

响，浙东沿海不少建筑就地取

材，以石材作为建筑物构件，尤

以“石窗”最为典型。当地石窗

大多采用雕刻的制作工艺，在形

式表现上，石窗设计充分考虑到

适应性和装饰性的目的，尺寸大

小和造型风格都根据民居建筑

的整体比例和样式，并不喧宾夺

主，构造以简单实用取胜。

窗型常见的就有6种：

全窗、半窗、透窗、实窗、

气窗、活动双开窗等。题材上主

要采用与传统儒释道文化有关的

人物、动物和植物，也有一些器

皿和抽象几何题材。三门石窗的

设计可以说是对石材化腐朽为神

奇的应用，也给我们现代装饰设

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料。

二仙亭（苏州虎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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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材的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材为主，一般比较注重雕刻，甚至有

“无雕不成楼”一说，在梁枋、挂柱、窗棂、栏杆、楼撑等上

面，都进行了精美雕刻。

安徽西递石牌坊（局部）石牌坊（安徽歙县棠樾石牌坊群）

土楼（福建田螺坑）

福建土楼内景

“土、木、石”结合的土楼

作为中国传统民族的瑰宝土楼，是由“土”、“石”、

“木”三种材料共同构建而成。土是主体材料，夯筑土楼选用

一定比例的含砂土，再加上黏土掺合而成。这种含砂质的土

构筑的土墙减少了开裂。黏土是一种反复翻打、研磨的“熟

土”，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存放，保证了墙体的牢固。也有少数

土楼采用成本更高的三合土，即红土、石灰、砂子按比例经过

至少三次以上搅拌和发酵。这样的土墙会更加坚固，但也增加

了成本。

土楼多依河而建，客家人就地取材，用干砌的手法将河里

的卵石，特别是大块的用作墙基、细石铺路，既有其实用价值

也有美观装饰性。另外大块石材的应用也有用花岗石的，大都

砌在转角处，门栱、楼内的台阶、柱基或墙基上与卵石分成合

砌。花岗石的应用使土楼更加坚固，增加了土楼防卫性。

土楼中木材举足轻重，可以说涵盖了大部分构件。首先木

材多用于架构，以产于南方的杉木为主要材料，取其轻巧不易

变形，均匀纹理通直。另外土楼从大门、腰门、窗棂及其底层

以上的围栏、走廊、栏杆、楼梯等也都用木材构件。

徽州牌坊中的石牌坊

牌坊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形式，功能类型多样，有表功德的、有地标性的、有表节烈的。因年代久远，保存下

来多以石牌坊为主，例如徽州的石牌坊，重在石材及其雕刻，歙县棠越牌坊群就是以质地优良的“歙县青”为主，高大

挺拔、气势恢宏。注重石材的雕刻，一般位于底部的石狮子多用圆雕手法，柱和枋大多使用浅浮雕，而柱、枋上部则使

用高浮雕或是透雕。其雕刻图案也深刻体现民族特色，徽州石匠依靠精湛的工艺表现一些吉祥图案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花、虫、鸟、兽、人物等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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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棂木雕（山西灵石王家大院）木雕（山西大同上华严寺大门）飞天斗拱（泉州开元寺）

楠木殿（苏州留园）廊柱（故宫太和殿） 缠龙柱（山西太原晋祠）

民居木雕（安徽龙川胡氏宗祠） 民居木雕（山西乔家大院） 木雕（山西平遥古城）

窗棂木雕（山西灵石王家大院）博古雀替（山西平遥日升昌） 博古雀替（山西晋祠水镜台）

民居木雕

在中国古代民居建筑中，古民居融入了大量较高水平

的木雕工艺，南、北方各具特色，主要体现在建筑的粱

枋、木窗和雀替等上，图案有人物故事、动物等，题材丰

富多彩。特别是门窗的图案应用，可谓巧夺天工，劲道

雄奇，古拙浑重，将门窗的功能性和装饰性完美统一。浙

江、安徽、山西等地的古宅院，留下了大量的木雕作品。



综合材料28

3. 其它材料的应用

干栏式建筑外景 干栏式建筑内景

竹、木材料在西南少数民族建筑中的应用

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因为生活的区域多为热带雨林，住宅往

往选择适合当地气候的干栏式建筑，比如傣族、侗族。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主要分布

在西双版纳和瑞丽，用木材构建房子框架，竹子作栏、檩、掾、楼面、墙、梯等。

后来因为竹子的防虫、防火、防腐等性能差，傣族的干栏式建筑多为竹、木结合，

后来逐渐被木材替代，但总体保留干栏式民居的结构、形态。

红砖

福建泉州以“红砖”建筑最富特色，泉州一带黏土富含三氧化铁，高

温烧制后形成“红砖”具有极好的装饰性。“出砖入石”是闽南红砖区建

筑中一种十分独特的砌墙方式。据说，在明末闽南地区发生大地震，泉州

府毁于一旦，老百姓在废墟中利用坍塌破碎的砖、石、瓦、砾来构筑墙

体，并由此传承下来。这些红砖包裹着白石的独特墙体，砖没有规则的，

石也不拘形状，自然和谐。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冬暖夏

凉，而且古朴美观。 

蚝壳

“蚝壳厝”可追溯至宋末元初。传说，蚝壳并不是当地的蚵，而是当时泉州商船进行海外贸易，买来压舱用的。

运回泉州后，一些人便将蚝壳买回建房。要建成一座“蚝壳厝”需要精湛的手艺。将灰白色的蚝掺合花白色花岗石、

蚝壳不仅装饰意味强、色彩对比强，同样具有不积雨水、冬暖夏凉，隔音防火的使用功能。可以说蚝壳厝是古丝绸之

路辉煌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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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建筑

西方建筑多以石材为主，在造型上是开放单体的空间格局向

高空发展的代表。从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古埃及的

金字塔到近现代的大量教堂都是以石料筑砌作为主要形式。

西方建筑注重几何的形体和几何的比例，更注重一种“体积

感”,以巨大的体量和超然的尺度来强调建筑艺术的永恒与崇高。

石质外表呈现阴冷生硬，给人以庄严、稳重、冷峻的心理感受。

帕提农神庙（希腊雅典卫城）武士金字塔神庙（墨西哥奇琴伊察） 科洛西姆斗兽场（罗马）

米兰大教堂（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布鲁内
莱斯基）

凡尔赛宫外景（法国巴黎）

泰姬·玛哈尔陵（印度阿格拉）吴哥寺外景（柬埔寨） 罗浮宫美术馆金字塔（法国巴黎）

从建筑材料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建筑材料是“石头史书”，无论从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

埃及的金字塔到中世纪的教堂、皇宫、街道都是以石材作为主要材料。这种选择取决于西方人审美求真的理想，向往力

量和威严，更体现出西方人主张“征服大自然、强调人为主体”的雄心，“石材”的选择可以说是西方建筑材料的极

尽追求，甚至不产大理石的圣彼得堡，为建造富丽堂皇的皇宫，远取千里之外的乌拉尔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的大理石和玛

瑙。而中国、朝鲜、日本的建筑材料的选择，往往是以“木料”为主，选择木材为主要材料，或因其有生命的亲和力、

在应用上也充分利用木材的形状、纹理，就算选取其它材料往往也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到于周围环境的和谐、与人的

融洽，这种选择得缘于我们“天人合一”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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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烛火跳舞大楼 ANARA大楼 伯瓷

三、现代建筑

近现代的建筑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不断提高，

传统建筑材料越来越不能够满足人们的居住和使用需求。钢制材

料、非钢制材料、多功能的建材、无污染的建筑材料等应需而

生，开始替代传统材料，带来了建筑材料的革新，是科技和艺术

统一的综合展现。也必将创造出更加多元、更加新颖、满足不同

需求的建筑形式。

金融街（北京） 小区建筑（北京）

金茂大厦（上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北京） 上海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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