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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工 笔 白 描 的 临 摹 与 写 生

的应用提高到一定程度，除了表现形体之外，同时也表现了动态（图4）。到汉代，

“线”在表现动态的能力上已经达到高峰，如汉代壁画中所描绘的奔驰的马，此时的

“线”具有俊迈、坚挺的形式特色（图5）。东晋顾恺之在线的运用上，使之发展到

了成熟期，如从《女史箴图》中便可看到他的线已糅进了书法用笔（图6）。南朝砖

画用线流畅，松疏有致，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图7）。隋代的壁画《备骑

出行图》造型简约，用线疏朗写意，还描绘了眼部的微妙变化（图8）。到了唐代，

随着我国工笔重彩人物画达到鼎盛时期，“线”也具备了丰富的表现物象的能力。此

时的“线”已集造型、质感、感觉、书法于一体了。同时，不同画家笔下的“线”

产生了迥然不同的风格，如张萱用线细、紧、匀（图9），周昉用线粗、拙、挺（图

10），吴道子用线浑圆、流畅且富有弹性,《八十七神仙卷》、《送子天王图》用线

飞舞灵动、挥洒自如（图11、图12），明代陈洪绶用线奇绝且富有趣味。（图13）

图4 宴乐渔猎攻战纹壶    战国

图6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东晋 

图5 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室壁画《过居庸关》局部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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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周昉《簪花仕女图》局部    唐 

图8  《备骑出行图》壁画局部    隋图7  南朝砖壁画 图9  张萱《捣练图》局部    唐 

中 国 工 笔 人 物 画 教 学 ZHONGGUO GONGBI RENWUHUA  JIAO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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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局部（宋摹本） 

图11《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宋 

第 一 章   工 笔 白 描 的 临 摹 与 写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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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陈洪绶《西厢记》插图    明

由此可见，一幅高水平的白描人物画，应是高超的笔法、墨法，线的有序组织及

主观感受的一个集合体，偏颇任何一方、忽略任何一方，都不能成为一幅好的白描作

品。所以，本教材就白描人物画学习中如何临摹，如何向优秀的传统学习，如何吸收

西方艺术中的精华，以及在写生中如何运用好临摹中所学的知识，巩固所学知识，以

线造型如何运用笔、墨，如何组织衣纹等白描人物画中的诸多技法问题作了讲解，以

期对学习者有所启发。

第二节    白描所用工具的准备

一、笔

毛笔是画白描的主要工具。由于要适应绘画，表现出不同效果的需要，笔的制作

选毫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为硬毫、软毫和兼毫三种。

硬毫，以狼毫（黄鼠狼尾毛）为主，还有狸毫、兔毫（野兔脊毛，又称紫毫）、

鹿毫等。这一类毫含水量少，但挺健有力，富有弹性，易于掌握，宜用来勾线。市面

上有衣纹、叶筋、点梅、须眉、狼圭、狼毫勾线、花枝俏、鼠须、画线笔、羽箭等，

均可属硬毫，作为初学者的首选。（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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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毫，以羊毫制成，性柔软，含水量较多，弹性差。市面上有羊毫勾线笔，分短

锋、长锋两种。由于此类毫性柔软，行笔中变化大，初学者开始不易掌握，但是，如

果能在实践中不断使用和掌握它，便能在绘画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有兼毫，是选用软硬两种不同的兽毛配合制成的。此类毫刚柔相济，含水量适

中，用来勾线易于控制。笔头以紫毫或狼毫为中心柱，取其挺健有弹性，外围披以羊

毫，取其含水量多。市面上有线条笔、七紫三羊、写意花鸟等，均可用来勾画白描。

二、纸

白描一般选用不渗化的熟宣纸，或者半生半熟的皮纸。也有采用生宣纸作白描

的，但初学者不易掌握，因生宣纸遇墨便渗化，给勾线造成一定的困难，很容易失

败。市场上熟宣纸种类较多，通常勾白描宜选用稍粗糙的，这样勾出来的线不觉呆

板、圆滑和飘，线形毛涩不腻。市场上有书画宣、冰雪宣等等。温州皮纸纸性属半生

半熟，且大小型号多样，勾线效果好，易于掌握，可任意选用。

素描纸在白描人物写生中是用来打稿的。市场上的素描纸有很多种，但要选用有

韧性并易于用橡皮涂改而又不起毛、质量较好的。

三、墨

墨有“油烟”与“松烟”两种。油烟墨是桐油烧出的烟子制成的，其墨色有光

泽。松烟墨是用松枝烧制的墨，其墨色黑而无光泽。画者可根据喜好选用。用之前将

清水滴在砚台中央，用墨块慢慢地并且大圈地研磨，每次滴水不可太多。研磨出来的

墨汁，质地细腻，变化层次多。市场上销售的质量好的墨汁也可使用，如“一得阁”

墨汁、“曹素功”墨汁、“中华”墨汁。

四、其他工具

铅笔是必不可少的。在慢写式白描写生中铅笔是主要工具。一般可选用HB的，

过软的笔容易弄污了画面，而且不好修改和擦拭；过硬的笔也不容易擦拭，且容易弄

伤画纸。还要准备一个笔洗用来涮笔，再准备几个白瓷碟以调墨色。

橡皮是用来修改铅笔稿的。橡皮的形状直接影响到使用效果，可将橡皮用刀片切

割成三角形，利用上面的斜坡面来修改画面上画坏的细部。

图14 白描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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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白描所运用的笔法及墨法

一、笔法

在介绍用笔方法之前先谈谈执笔问题。执笔的方法是“指实掌虚”。“指实”是

指把笔拿稳，“掌虚”是指给笔留出足够的活动余地。将五指分成三组，大拇指向外

推，中指与食指一组向里勾，无名指与小指一组向斜外抵，从三个不同方向把笔杆稳

稳握住。（图15）

用笔方法指的是如何运用笔锋表现出各种线形效果的问题。

用笔方法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从用笔的力度来讲有轻

重、提按；从用笔的速度上来讲有快慢之分；从用笔的效果上来讲有方圆、畅涩、顺

逆、聚散、转折。

轻重、提按  指用笔的力度转变，根据画面的实际要求，不断地改变着力的大

小、轻重，以画出各种变化的线形。十八描中的“枣核描”，便是用力轻重不同，以

笔的提按勾出来的。（图16）

快、慢   指运笔的速度有所变化。（图16）

方圆、畅涩  指用笔的效果。不同的画家有不同的用笔风格。衣纹用笔风格多

样，但概括地说不外乎方、圆、畅、涩四种。畅是流畅，涩是凝涩，畅与涩要根据实

际情况而定。（图17、图18）

正锋  指中锋用笔，行笔时笔锋在笔画的中间。铁线描即用此法勾成。（图19）

侧锋  指运笔时笔杆稍稍侧卧，此用笔易产生飞白的效果。（图19）

藏锋  指起笔收笔时笔锋藏在里面。（图20）

露锋 指起笔时笔锋不藏，直露在外；也指一笔勾完，收笔时回锋，直露在外。

（图20）

顺笔  由下往上或由左往右匀称运笔，笔画较光滑。（图21）

图15  执笔方法

图16 运笔的速度

轻

重

提按

快

慢

图17 用笔的方与圆

方

圆

图18 用笔的畅与涩

畅

涩

图19 正锋与侧锋

正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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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笔   相对于顺笔而言，一般是指由上向下运笔。（图21）

散锋   亦称开花笔，此种运笔多表现皮毛、旧棉衣或某种特殊效果。（图22）

聚锋  是白描人物中最常用的运笔方法。散锋与聚锋二者密不可分，如运用得

当，画面便不觉索然乏味。（图22）

顿笔  顾名思义，“顿”即停顿的意思，一般指勾线起笔时，笔在纸上按住稍作

停留，然后再提笔往前行笔。古人“十八描”中提到的“钉头鼠尾描”，起笔即顿

笔而成。（图23）

虚起虚收  即指起笔与收笔时都慢慢地用似有若无的笔线在纸上轻轻地出现和

消失。一般表现头发多用此法，使之看上去像从肉中长出，又使人感到轻柔蓬松。

（图24）

转、折  指行笔中圆转地改变方向，即滑转。如果采用硬回头折的方式即为折

图20 藏锋与露锋 图21顺笔与逆笔

图22 聚锋与散锋 图23 顿笔

聚

散

顿笔

逆

顺

露

藏

图24 虚起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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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转的效果是圆的，折的效果是方的。古人“十八描”中的“折芦描”即是用折笔

画出来的。（图25）

粗、细  是指用笔的粗细不同。这与笔的选择有直接关系。特别是细线的用笔，

必须选择有较细的笔锋的笔，因为细笔可直接用笔锋勾描，粗笔用笔锋稍后部位勾

画。“十八描”中提到的“高古游丝描”便用此法勾出。（图26）

刚、柔  多由勾画的物体质地的软硬程度而定。如古人勾水多用柔笔，勾器械一

般用硬笔。（图27）

二、墨法

白描人物画中所运用的墨法实际上指的是墨色。关于墨色，古代有许多说法，譬

如有人称为五墨：焦、浓、淡、干、湿，有人将墨分为六彩：黑、白、干、湿、浓、

淡。其实，从墨的含水量来讲，有干有湿；从含墨量来讲，便有浓有淡。从极干到极

湿，变化是相当丰富的。从极浓到极淡，变化层次也相当多。干湿、浓淡结合起来运

用，其效果变化无穷。我们将这千变万化的墨色归纳成浓、淡、干、湿。焦墨是最干、

最重、最浓的墨色，在一般情况下，起着调整画面、提醒墨气的重要作用。（图28）

墨色在白描人物画中的实际运用有以下几种方法：

图28 墨色中的五墨效果

浓

淡

干

湿

焦

图25 行笔中的转与折

转

折

图26 用笔的粗与细

粗 细

图27 用笔的刚与柔

刚

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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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整幅画所有线条均用重墨勾，即没有浓、淡、干、湿等任何变化，这种方

法快且方便，效果简洁明了。（图29）

另一种是运用浓淡变化，如运用得当，会使整幅画富有韵致。（图30）

还有一种是利用墨色的干湿变化来处理画面。为了表现衣服质感或老人皮肤质感

而用干笔，以显粗糙、苍老多皱的感觉。儿童、女孩肤色则用湿笔，以表现其细嫩、

滑润。

初学者一开始先不要在墨色上追求过多的变化，可先由重墨勾线入手，有了经

验，再求浓淡干湿变化也不迟，否则会顾此失彼。

墨色运用的方法得当，会使画面产生丰富的效果，使观者不觉乏味。但如何用

笔、用墨要根据画面的实际情况来定，不可滥用，所有技法要应运而生，否则会适得

其反。笔墨是人物线描中的主要表现手段，是“中国式”白描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

其他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对于初学者，笔墨训练是一个必须认真反复尝试和刻苦训

练的课题，要解决笔墨问题还须多练习书法，只有经过反复练习，才能达到勾线自

如、得心应手的水平，为日后的绘画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图29  用重墨勾线    张望 作 图30  浓淡相间的白描画法    袁僩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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