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五、意象与表象
——中国传统绘画



课堂问题

•1、为什么中国绘画发扬光大了线的艺术表现手段？

•2、西画的传入对中国写意人物画有什么影响？

•3、能否简要说明什么是白描人物、工笔人物和写

意人物？

第一节、人物画



            一、人物画

•1、白描人物

•从古至今，线都是一

种最简洁、最便利的

绘画表现形式。从涂

鸦的孩童到艺术巨匠，

都离不开线的运用，

而且东西方早期的绘

画都是以线作为表现

手段的。



1、白描人物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绘画

发扬光大了线的艺术表现手段，并

将“以线立骨”作为其基本特征，这

主要是因为我国古代的画家用毛笔

作画，这种特殊绘画工具决定了中

国画的特殊魅力。现在白描已经作

为绘画中独立的一科，是学习中国

绘画的基础。 



1、白描人物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白描有不同
的风格。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人们用白色的土在陶器上描画
出几何图案，这是“线的最初形
式”，只起到表现形式的作用，
处在稚拙阶段。到了商、周时
期，人们在铜器上描绘狩猎、
交战的情景，已把线的应用提
高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时线开
始表现形态。



1、白描人物

•到了汉代，“线”
表现形式的能力
达到高峰，如汉
代壁画所描绘的
奔驰的马。



1、白描人物

•晋代顾恺之使线的应用发展

到了更加成熟的阶段，他的

人物线描如春天的蚕丝，用

线连绵不断，婉转柔细，这

便是有名的“春蚕吐线”描,他
作品中的线已揉进了书法的

用笔。



      到了唐代，随着我国
工笔重彩人物画达到
鼎盛，线也具备了表
现物象的能力，同时
不同的画家笔下的线
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
格。如吴道子使线描
似乎具有狂风暴雨的
速度，气势很大，被
称为“吴带当风”，
存世作品有《送天子
图卷》、《八十七神
仙图》等。 



87神仙图卷



1、白描人物

•白描最终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源于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

•李公麟, ( 1049——1106),字伯时,安徽舒城人, 好古博学,山水鞍马

书法无所不能,尤擅人物,作画多不设色喜用澄心堂纸,临摹古画则

用绢素着色, 他继承了吴道子以来唐代人物画的优秀传统并加以

融汇贯通, ,增加了白描的文学性,最终创立完善了白描这一独特的

中国画画种。



1、白描人物
•白描人物是以单纯的线条勾勒作为造型手段，用线的粗细、长

短、曲直方圆、轻重缓急、虚实疏密、顿挫刚柔、浓淡干湿，

表现形体的质量感、体积感、动态感和空间感，区别于西方以

色彩、明暗来表现物体的方法。无论是工笔人物画还是写意人

物画，他们都是以线构成，故而白描人物不仅可以独立存在，

也是中国人物画的基础。

李公麟存世作品不多,有《西园雅集图》,《维摩诘图》,《九歌

图》等等,比较可信的作品,除了《免胄图》外,还有《牧放图》

和《五马图》。



•《牧放图》是李公麟奉

皇帝之命临摹唐代画家

韦偃的作品,画中展现了

皇家牧场的浩大场景,全
卷描绘马匹一千二百余

匹,牧者二百四十余人,千
姿万态,有聚有散,有虚有

实,构思巧妙,场面极为壮

阔,右上角有李公麟篆书

题“臣李公麟奉敕摹韦

偃牧放图”,并有清乾隆

帝题七言诗。



• 《五马图》是李公麟传世作品中可靠的真迹,图中描绘的是宋哲宗天驷监中的五匹骏马及牵马的奚官和圉
人,五匹马姿态各异,于平静中透露出神驹的风采,对五位牵马人也做了细致的刻画,使我们对他们的神态、
年龄、身份和民族有了比较明确的了解。



一、人物画
•2、工笔人物

•工笔画是与写意画相对立而存在的，总的特征来讲是工整细

腻，以色彩为主的画种。传统工笔人物画一般画在纸或绢上，

人物画好后，在其轮廓线的内部平涂、渲染。现代工笔人物

画引入了现代绘画观念，更注重材料与表现的交融，毛笔是

其主要绘画工具。

工笔人物画是中国艺术的原发形态，它在唐代成为画坛主流，

宋、元以后，工笔画的主体地位逐渐为文人水墨画所替代。 



从现存的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帛画《人
物夔凤》和《人物驭龙》来看都具有工
笔画的特点。它们都以人物为主体，采
用墨线勾勒的技法，没色时平涂而略加
渲染，构图有装饰意味，且都画在帛上
面。人物夔凤帛画让人们看到了善与恶
的较量：画面中一只华丽飘逸的观音，
柔韧流动的夔，在尺寸之间显示了一场
殊死的搏斗，画中的女子耐人寻味，头
顶高髻，楚腰纤纤，华裙垂地，双手合
十，这是对善的胜利的祈祷与礼赞！这
幅画中凤夔的较量，代表着正义与邪恶
的斗争，寄寓着人类善良的愿望。  



2、工笔人物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的画家基本是工匠，因为他们只学习绘画的技
巧，并不研究绘画的理论，没有文化，只能进行绘画的实践与临摹，
所以社会地位很低。

到了东晋时代，工笔人物画达到另一个高峰，顾恺之是当时的杰出代
表。他出身贵族，从小饱读诗书，是一个文人，不仅有可贵的创作实
践，同时还有着一套完整的绘画理论，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
赞》、《画云台山记》，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
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因此曾被当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

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文人开始进行绘画创作，他们熟知文学、
历史与哲学，对绘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使中国的绘画开始走向
艺术表现的自觉。



•顾恺之的代表作品是《女史箴图》，依据西晋文人张华的

《女史箴》而画，该文是用来给宫廷的女子阅读的，让她们

知道什么是妇女应该遵守的道德。顾恺之根据描写的内容画

成了画，一共有十二段。因为年代久远，现仅存九段。



•阎立本是唐初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其作品

《历代帝王图卷》，画的是每一个朝代具有

代表性的皇帝,都身材魁梧，两臂张开，衣袖

宽大，而旁边的侍从都显得地位卑微。



2、工笔人物

唐朝人物画经过初唐阎立本、吴道子的探索和开拓，经过

张萱溢而秾肥的审美转换，到了晚唐，又出现了独抒性灵

的逸士画家孙位，以及南唐翰林院宫廷人物画家顾闳中、

周文矩等。   
南唐人物画家中，顾闳中、周文矩、王齐翰是三位比较有

影响的画家，其中顾闳中可称为一个领头羊式的人物，李

后主命顾闳中潜入“多好声色，专为夜饮”的韩熙载府中

观察韩的生活。



•顾闳中经过仔细观察，暗

中琢磨，画出了著名的

《韩熙载夜宴图》，人物

栩栩如生，描形摹神，笔

致细腻，敷色清丽，尤其

是把韩熙载政治上不得意，

转而纵情声色夜生活的复

杂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标志着顾闳中绘画风格的

最高水平。



•工笔人物画经历了中唐盛世成

为主流，在宋代之后开始进入

低落时期，直到上世纪70年代，

我国一些画家外出留学看到日

本的浮世绘之后大为震惊，开

始重新进行工笔人物的探索研

究。

何家英《 舞之憩》 



现代画家引入新的绘画观

念，更注重材料与表现的

交融。在艺术表现上改变

了传统的以墨色浓淡为中

间色的手法，他们创造性

地运用了许多中间色，为

重建中国工笔画做出了艰

辛的劳动产生了新的色彩

美感，使观众耳目一新。



3、写意人物

•我国古代的写意人物画家并不多见，

比较有名的为唐末五代时的贯休、石

恪和梁楷。

•贯休生于唐末，7岁出家，长大后云

游四方，是个诗画俱通的奇才，在绘

画上贯休师承阎立本又自成一家，他

画人物应真为基础，但是却又有着相

当浓重的奇张变形的成分，加之极其

浓郁的装饰趣味，令世人啧啧称奇。

贯
休
《
十
六
罗
汉
图
》 



五代石恪戏笔放逸，削繁入简，开创了写意人物
画的历史先河，但能接受理解的画家并不多，甚
至还一度遭到了冷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宋
年间，被称为“疯子”的画家梁楷继承发扬。



梁楷，宋宁宗时做过画院
待诏，他生性疏阔，清高
自矜，所以人们称他为“
梁疯子”。他平时爱喝酒
，喜欢与僧人交往，传世
作品有《泼墨仙人图》、
《李白行吟图轴》等。

梁
楷
《
泼
墨
仙
人
图
》 



近代，随着西画传入中国，画家的造型

基础逐渐增强，我国的写意人物画开始

繁荣起来。

写意人物是在生宣纸上，先以炭笔在画

纸上轻轻钩画轮廓（如已熟练，则不必

用炭笔钩），运用豪放而简洁的笔墨，

生动的表现出人物的神韵。蘸墨先画主

要的线，涂上大的墨色面逐渐加重，再

画次要的线与色面，尽量避免用琐碎的

笔墨，以免破坏整体统一。









•1、为什么中国绘画发扬光大了线的艺术表现手段？

•2、西画的传入对中国写意人物画有什么影响？

•3、能否简要说明什么是白描人物、工笔人物和写

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