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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山水画作品临摹

临摹前人的山水画作品是山水画学习进程中十分必要且重

要的一个过程。直接向传统山水画作品学习，是掌握山水画语

言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日后山水画写生、创作的主要基础。

画史上有作为的山水画家，都经历过并且重视这个过程，这与

古人所谓“束书不读，游谈无根”是为同理。

第一节　临摹

临摹，南齐谢赫的“六法”中称之为“传移模写”，包括

了两种不同学习的方法。“临”指对照原作作画（除对临外，

还有背临），“摹”指用透明纸勾摹，统称即为临摹。（《简

明中国画辞典》上海书画出版社）

教学重点

向传统山水画作品学习的取向可

以是多方面的，而大学本科山水画

专业的临摹主要是学习并掌握既有

的山水画语言技法，借鉴传统的表

现手段和方式。

北宋　郭熙　雪山兰若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选自《海外中国名画精选》。

巨然　晴峰图

为张大千所作，对原图的改变明显。

巨然　雪图

何海霞 1953 年所作，比较忠实原作，但细节省略

颇多。

经验提示：临摹学习

技法学习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传授，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本能的开发训

练。本能不是通过语言传承的，而是通过看、悟、行来激活和训练的。因此，

教学中除明晰、准确地解析及出示范本外，现场示范的直观性是其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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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临摹的方式

根据个人目的、性情等不同，临摹可分为

对临、意临、变临等。大学本科的临摹以对临

为主，即忠实于原作的临摹。

建议课时：

大学本科山水画专业的临摹课时整体上要

占到专业全课时的约 1/2，这是因为山水画乃

“一大物”，本体内需基本了解、掌握的内容

就很丰富。具体到每个课题及课时安排要据所

临作品来合理考量。

清　石涛　游华阳山图轴

冯忠莲　1956 年复制的清人袁耀作品　万松叠翠图轴

一笔一画（包括印鉴）极忠实原作，是出于保护文物之目的而作的

副本，故而称为摹制。

知识链接：摹与临

摹描写，各有其义。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临摹二

法》:“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

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之，若摹

画之摹，故谓之摹。”

今人启功先生指出：双钩廓填称做“响”；罩纸影写

称做“摹”；面对真迹仿写称做“临”或“临写”。隋唐

时已如此称谓。（《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

现代　刘海粟　临董玄宰没骨山水

现代　傅抱石　临石涛作品

实出己意。

明　董其昌　仿杨昇没骨山水图

这是一种“以古反新”的做法。选自《海外中

国名画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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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临摹的取向

一、系统地了解和学习 

此类临摹，大致是按照山水画发展脉络和分类进行

的。多适合刚进入该学科的学生对山水画技法脉线有个

大的了解，以及对山水画规律的一些基本认识。

二、重点山水画家或技法的深入研究

一般是在第一层面的了解后再据个人的目的，对山

水画史上画家的技法、风格，进行专门时段的深入学习，

如龚贤积墨法。

三、技法类属的专项练习

就某种技法归类选择地练习，如墨法、笔法、色法

宋　郭熙墨法

南唐　董源墨法

经验提示：山水画临摹的要求

山水画临摹的目的性、时间的阶段性、范本的选择性是很重要的。

古之名画佳作多为个人私密或宫廷庋藏，因资讯的限制，画家难为眼

界开阔；今之资讯发达，常人即能得窥历代名画，因之难于选择。这

需要临习者目的明确，今东明西、泛滥驳杂同为临摹学习之大忌。

此选黄宾虹临古过程中三图。其一为 1909 年临龚贤；其二为 1928 年仿墨井道

人山水；其三为 1942 年以“勾古画法”临黄公望山水。从技法变化上能看出黄

氏临古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黄宾虹山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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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才根　临龚贤山水　1995 年　富阳毛边纸 李才根　临龚贤树法　1995 年　安徽特净皮

黄宾虹山水一 黄宾虹山水二

清　龚贤山水卷（局部）

等。甚至还可以再细化，如色法中泼彩一种。这种练习，

不以人物分，也不以年代分，而以技法类属集中。

山水画史上有创造、有风格的大家，是需要进行重

点的、一定时间的研习才能得以透析的。下两图为对龚

贤积墨法的深入临摹。例如水墨法的专项临摹，可以上

至五代董源、宋代郭熙，以至现代的黄宾虹等。沿这一系，

凡为水墨张扬的名家作品都可以归类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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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有关临摹的几个问题

时代、画风、效果因工具材料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异，第一阶段的临摹尽可能采

用或接近范本所用的工具材料。具体到实践中，笔者示范教材所用材料工具或有注

明，供参考。

一、范本选择 

近年来临摹范本中图像与解析并重的有：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山

水名画技法解析》、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名画临摹技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古画解读》等。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等都出版有系统和高质量的参考范本。范本中有条件的当首选“东

京二玄社”“北京东方博古”“上海 • 太一”等印制的高仿真历代名画复制本。

二、课徒稿和名家课徒范本   

课徒是山水画学习中以讲解和亲示的形式讲授技法的方法，如《龚贤课徒稿》

《黄秋园山水画谱》《贺天健课徒画稿》等，都是必要的参读范本。

三、起稿  

手工起稿与拷贝起稿有很大差别。以学习技法为主的临习起稿提倡手工放大，

清　龚贤　夏山过雨图轴

临习龚贤作品《夏山过雨图》的手工

放大木炭稿 约 1995 年

等于在起稿放大过程中对

原作已经有了一个理解的

阶段，在落墨时更加心中

有数——尤其是对细节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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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大师谈临摹

黄宾虹谈师古人：临摹并非创作，但亦为创作之必经阶段。我在学画时，先摹元画，以其用笔、

用墨佳；次摹明画，以其结构平稳，不易入邪道；再摹唐画，使学能追古；最后临摹宋画，以其法

备变化多。所应注意者，临摹之后，不能如蚕之吐丝成茧，束缚自身。

有人说我学董北苑（源），其实不然，对于宋画，使我受益最大的还是巨然。我也学过李唐、

马、夏。我用功于元画较多，高房山（克恭）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对子久（黄公望）、黄鹤山樵（王

蒙）画，在七十五岁至八十岁间临得较多。明画枯梗，然而石田（沈周）画，用笔圆浑，自有可学

处。至清代，我受石谿影响自然不少，龚柴丈（贤）用笔虽欠沉着，用墨却胜过明人，我曾师法。

起稿时尽量用（或只许用）木炭条，这样做不破坏落墨层次（铅芯是油性的，

易破坏淡墨色），不伤纸质，也易修改。

本章中所示的对原作的临摹范本（包括工整类的如仇英的《桃源仙境图》）

都是笔者用木炭条手工放大的。

四、局部临习

凡临习一图，都宜先作多幅、多次的局部练习，在对原作有一定理解和把

握后方可全图落墨。以下临摹的板块以笔法、墨法、色法三大块来展开。

李才根临　唐寅　春游女几山图　局部练习　半生熟加工纸

李才根临　范宽　溪山行旅图　局部练习　夹江本色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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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笔法·浅绛山水的临摹（五代至宋）

李才根临范宽　溪山行旅图　1992 年　夹江本色纸

宋　李成　晴峦萧寺图宋　巨然　秋山问道图 

宋　李唐　万壑松风图

浅绛山水，上海书画出版社《简明中国画辞典》

解释为：在水墨勾、皴、染、点的基础上，以敷染

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称为“浅绛山水”，尤适

宜于表现秋景。元代黄公望、王蒙等惯用此法，亦

称“吴装”山水。

实际上，传统山水画中浅绛类山水是一种约定

俗成的通指，即通常将那些以体现皴擦用笔为主的

山水作品都归类为浅绛山水。也就是说，这类山水

不一定是敷色的，如王蒙《谷口春耕》；或几乎没

有绛色的，如王蒙《花溪渔隐》；更不一定只敷赭

8　山水画教程



石或以赭石为主，明清以后更多出现以花青色为主、以复色为主的浅绛体山水。

浅绛山水的临摹，就是侧重于山水画传统笔法的学习和了解。

初作临摹，一是须知笔式，二是须明程式。因此，本科山水画专业的临摹，一开始是从五代、宋人山水经典作

品开始的。这是因为山水画笔法形态的诸多样式是这个时段创立的；，山水画图式的基本过程“勾、皴、擦、染、点”

的程式在这个时段已然完备。从这个时段开始了解，直探本源，往后的各家笔法及程式的变化就清晰多了。

黄宾虹说“欲透元画，须明宋法”，实际是指欲透山水画用笔之法，须于五代、宋人山水中选取笔法形态的经

典作品先作参悟临习。

山石勾皴法　李才根示范　夹江有色半生熟纸山石勾勒　张伟平示范　《中国历代山水名画技法解析》湖北美术出版社

山石勾皴法　张伟平示范　《名画临摹技法》广西美术出版社 勾、皴、擦、染　陈云岗示范　《中国历代山水名画技法解析》湖北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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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王蒙笔法变化图例

第六节　笔法·浅绛山水临摹（元）

山水画“元人一变”，主要是指赵孟頫及元四家将用笔的语言解放出来，更加具有书写意趣。而这当中，赵孟

頫开其端，黄公望、倪瓒执一而发越，格调高标，吴镇功在湿笔，独王蒙以笔法多变见长。可供学习的范本多样，因

而临摹中以此侧重。

元人四家中，黄公望、倪瓒的代表作品笔法已入无人之境，因其减淡缥缈，不宜初临。若就学习笔法而论，历

代诸家多有心得，力推从王蒙入。

元　黄公望　剩山图（局部）笔法 元　倪瓒　容膝斋图（局部）笔法

元　王蒙　东山草堂（局部）笔法 元　王蒙　具区林屋（局部）笔法 元　王蒙　闭户著书图（局部）笔法

元　王蒙　素庵图（局部）笔法 

元　王蒙　太白山图（局部）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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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能见到的王蒙作品中，《谿山高逸图》属比较细密严谨的一类。原作虽为绢本，但笔意灵秀苍茫，用笔繁而不乱。夹叶、点叶、松针的画法精妙，石体结构转折清晰。

提倡将此图作为临习王蒙笔法的初选。

李才根　王蒙山石法示范　河北迁安纸

元　王蒙　谿山高逸图

元　王蒙　谿山高逸图（局部）

元　王蒙　谿山高逸图（局部）笔法　李才根作

元　王蒙　谿山高逸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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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笔法·浅绛山水临摹（明清一）

李才根临　沈周  庐山高　1996 年　河北迁安纸

临习要点
 《庐山高》一图并不是沈周画风的代表，但是沈周精心构造的大幅作品。图中“阐

释性”地汇集了前人的几种用笔范式，如披麻皴、牛毛皴、解索皴、矾头皴等，

利于临习理解，又因有印刷精良的范本参照，故可供实训作业。

明清的山水画是在宋元的基底上拓展的，图式因历

史年代“层叠的积累”而多样，笔法因画派的演绎或解

构而多异。以用笔为主导的浅绛体也在这个时候异彩纷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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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才根临　髡残　苍翠凌空图　1995 年　夹江本色纸

临习要点
清初四僧之一的髡残的浅绛体山水，其特点是用笔的变化以形态为主，

因而逃脱了即有的程式。后来的很多画家，如黄宾虹、张仃等都从中

受益。

临习要点
董其昌的山水画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是在前人图式的基础上再作创造

性的结构演绎，从图中可以看出。

李才根临　髡残　苍翠凌空图（局部）

董其昌 仿古山水图册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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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笔法 ·浅绛山水临摹（明清二）

明清浅绛体山水可供选择的范围要大得多，除通常提到的外，另如戴本

王原祁　仿高房山云山图轴

唐寅　春山伴侣图 吴历　泉色松声图 

髡残　大江石壁图

清　王翚　山水图轴 

孝、八大山人、恽寿平等都有笔法

精妙之作。这时期范本的选择应以

临习的受益而论，而不以临习的世

名而论。

以笔法语言为目的对浅绛山水

的临摹学习，清代的“四王”是一

个值得选择的范围。这是因为四王

山水以元人浅绛体为心仪的对象，

不仅传承了元人笔法的特征，同时

又有所推进。四家中，尤以王原祁

后期作品的精妙值得实训中选择。

“ 清 四 王” 当 中， 王 翚 是 一

位南北画风兼习的画家，故而作品

中有相当部分的北派笔法出现。王

翚的画，仅从技法的角度来说，因

其方法平正且多样，宜于初学。王

麓台山水与董其昌有直接的师承关

系，成熟期的山水不仅注重结构上

的“龙脉”起伏，于作画过程的时

空变换也颇有心得，这是需要在临

习中领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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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值得临习的王麓台笔法

此图为王氏作品中值得选临的范本之一，虽然整体上仍略显琐碎，

但笔法上不失精妙。要掌握王氏这种虚而实、淡而苍、连皴带擦、干

笔积墨的技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王原祁　仿王蒙夏日山居图 （局部） 

王原祁　仿王蒙夏日山居图

王原祁　仿王蒙夏日山居图 （局部）

王原祁　仿王蒙夏日山居图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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