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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工艺品·

浅谈工笔人物白描画
□ 王思雨

摘 要：中国传统工笔画艺术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白描绘画创作,它们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演变出

许多现代白描技法，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优秀的白描作品,具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并且这些都是无法取代

的。文章通过各个朝代中代表性的名人画家的出色作品来说明究竟什么是白描，白描又是如何形成各种特色并传承

至今，这些看似简单的白描画稿，展示了中国画艺术的独有特点。通过研究各个朝代的白描绘画技法，是对传统白描

线条艺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总结和系统把握，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画理论的发展及创新具有十分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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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坛的传统工笔画艺术可谓历史悠久，渊源

流长。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会出现几种不同艺术类型

的白描绘画创作者，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并演变出

许多现代白描技法，创造了很多独特的现代线描技艺，

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优秀的白描艺术作品，具

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并且无法被取代。中国画技法多讲

究传统线条及用笔，乃是因为中国画艺术是以传统线

条造型方法为主。而工笔白描则完全不施颜色，用墨的

线条来描绘物体。白描画法既是古代一种常用的绘画

装饰技法，也是传统中国画中特有的基本艺术表现形

式，在具体的绘画与创作应用中白描又同时可以兼为

装裱画稿、底样、粉绘本稿等。中国工笔画的内容广泛，

题材丰富。花卉植物与飞禽走兽都包括其中，而人物图

像也只是其中的一类。工笔人物画的创作也因为后期

的不断发展，以及各个时期的影响变化而逐渐成熟起

来。工笔人物画的早期样式有壁画、漆画、帛画等，种类

不同，使用的绘画材料与最后产生的画面效果也不相

同。早期的人物画作品在画面形式、构造安排上往往都

会有比较明显的美学特征，不少人物画像都能呈现出

一种平面效果。白描画法是中国工笔画系列中一种比

较重要的造型技法。它通常以简练的白描线条为主，用

以概括确定作品的构图关系和把握所摹绘对象的基本

表现形式。而现代工笔画技法对工笔画线条的表现方

式则远不止是勾画和表现各种物象的具体形态，还必

须有一定深度的艺术形式和美。线条表现力既是传统

绘画体现中国画笔墨技巧的一种表现手段，同时也可以

作为工笔画中一种较为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存在。

早在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舞蹈纹彩陶盆内

壁的绘画样式就似为人物跳舞动作之意。单一的颜色

与简单的图样构造的表现都与当时特定的文化时代背

景紧密有关，舞蹈对于这些原始的初民种族来说，就是

一种最原始自由的表现方式，通过舞蹈动作释放能量，

并沉浸到一种由潜意识所激发创造的幻想世界中。自

此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人物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从绘画的整体格局来说，人物画占有着十分突

出的位置。先秦时期，还未产生山水画，花鸟画也还在

起步的阶段，只有人物画逐步确立了起来。

已发现并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楚墓遗址壁画中

的战国帛彩画人物《人物龙凤帛画》，是在战国时期最

早始见记载的一种战国白描人物画，就这种传统人物

画法的特点而论，用墨线构成的双线来勾成轮廓，以线

条为主体的画面框架下的平涂技法和设色法是这时期

中国画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此幅画中主要想表现出的

画面内容是人们心中向往升仙和向往西方极乐仙境的

一种美好的人生情景，整个画面过程中画家都一直在

努力以墨色线条的来回往复、运转变化来表现其节奏

韵律感。通过少量的黑白色块来表现出点、线、面的有

机结合，女子身着宽袖长裙，裙摆的线条流畅，很自然

地表现出裙摆的飘逸感以及衣裙的花纹细节。墨线不

仅生动地表现出女子的整体动态，也细致地刻画出画

面上方凤鸟的生动感和灵活性。墨线错落有致，精确地

表现画面的每一处。同一时期的帛画人物《人物御龙

图》与上副帛画相似，整体造型都是以侧面为主，人物

身着长袍，墨线婉转自如，灵活松动。用墨色线表达出

来的是人物的衣着飘带皆向后飘拂，荡漾而出强烈的

色彩和气势。两幅帛画均具有较典型的时代意义，相比

较而言，在表现不同物体时墨线也会随之变化。而这两

幅画可以看作是人物画确立的直接标志，是因为他们

已经比较全面完整、鲜明深刻的形象反映出了传统工

笔人物画特有的审美价值。

到了南北朝东晋时期，人物画的发展日趋成熟。这

里的代表大师是顾恺之，他的传世模本，是以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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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创作的长篇记叙文手卷《女史简图》。也是当时

的世人可能看到过的中国最早创作的写实人物题材的

卷轴画卷。作品特别注重笔墨刻画和人物神态，用直线

笔法把过去笨拙和简单的线条发展成圆润挺秀，刻画

人物入木三分。

在唐代绘画中，吴道子是最伟大的画家，也是中国

绘画史上继顾恺之后最杰出的人物画家。他善于通过

线描写实的种种特殊形式来较为准确地表现出人物内

心细微的心理动态，他特别擅长运用灵活笔法技巧来

描写人物的磊落逸势，笔力劲怒，故称莼菜条。《送子天

王图》为纯白描创作，主要的人物形象也明显带有当时

唐人的仪容风范。吴道子用笔的速度明显较快，从而使

线描字显得极为生动流畅而奔放。吴道子的用笔得益

于书法艺术，而且还极富变化，画面用线粗细错落有

序，虚实结合，在衣着转折处都以粗线为主，果断有力。

线与线之间的交叉表现了衣物运动的整体走向，人物

身着白色宽袖长袍，弧线表现出衣物表面的细腻柔软

质感与随风飘动的轻盈感觉，带有直线的褶皱表现了

衣物面料的质感略偏松硬，画面上有很强烈的运动感，

有着类似“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下笔有神”的效果。面

部细节的线条表现与衣纹褶皱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

头发与胡须的线条，疏密结合，以细线为主，表现出强

烈的质感变化，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动态描绘，所绘制的

细线条会有明显的变化，根据对画面的整体把握与动

势相结合而成。线描的鲜明特点，不仅在于衣着动态表

现，“传神”也是极为重要的，简单的线描就能勾勒出人

物的情感动态，具有独特的视觉感受。在扩展中国画线

描表现力方面，吴道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宋时期，宋朝宫廷开始设立私人画院，绘画方法

上也开始注重传统绘画方法，院体绘画已经代表了古

代中国画发展史的最后一座技术高峰。从艺术的整体

发展上来看，宋代的工笔人物画风格从整体的笔墨手

法上到局部的风格样式上都是极为丰富多彩、浓墨重

彩的。而院体画风和文人画风一直贯穿于整个宋代宫

廷人物画坛。人物画作品的后期创作在继承唐代风格

的基础上还继续深入发展，许多工笔人物画也都进行

了较大的转变，出现了一系列更加完整独立的白描人

物作品和更为潇洒细腻的工笔写意人物，不仅在中国

绘画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绘画风格也一

直在不断地延续和发展。宋代致力于人物画创作的画

家一直具有着雄厚的实力，特别是在白描人物创作中

最著名的画家———李公麟。

李公麟是中国宋代文人画技法在社会实践发展中

一位有力的推行者，绘画技巧全面而娴熟，样样精通。

他所描绘的传统白描人物画，笔墨多过人物形象的塑

造，能将各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审美特

征充分地表现出来，又在人物画传统中勇于突破陈规

陋习、另辟蹊径、开拓新境界。

李公麟时期的文人绘画注重艺术审美的表现形

式，使他们的人物画作品具有较浓厚的中国文人画趣

味，但这里必须首先指出的是，李公麟时期的人物画

法，在笔墨结构的运用上相当细致严谨，注重人物内心

刻画的具体形象方面，与当时一般的中国传统文人画

风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他一生的绘画作品中表现最为

杰出的一幅是《五马图》，在“澄心堂纸”的基础上运用

他独立创作的白描画技法，表现出来的是五匹马的毛

色、状貌各不相同，每匹马前面，各有一人牵挚。这幅画

上出场的只有五个小人物和五只马，神气而又生动，马

儿们各自行走或动态或静止、或缓慢地徐行，并且对其

中五位驯马人的民族特色动作的描述也同样都比较真

实而且传神，各有特色。画面具有“简易”“平淡”的风格

特点。稍施点染，主要人物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几乎完

全都是以白描手法来进行具体的绘制，由于是以白描

手法的方式直接进行人物对象的描绘，所以线描人物

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特点自然也会被凸显出来。李公

麟在如何巧妙地运用线描表现绘画对象的技巧问题上

表现出了他本人精湛娴熟的高超技巧能力和潇洒自由

的独特艺术意趣，画面中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均

十分形象生动，手与脚，身体的刻画也是惟妙惟肖，逼

真至极。人物服饰的表现更是飘逸自然，衣纹的卷曲，

在线条的勾勒下显得丝丝入扣，线条的雷同与人物对

象浑然一体，呼之欲出，令人心驰神往。

《免胄图》描写了唐代名将郭子仪不穿甲胄，只身

单骑与回纥可汗相见的场面。画面上人物众多且生动

传神，线条流畅，但线条表现与《五马图》有明显的差

别。虽也是用白描手法进行创作，但用笔刚劲有力，行

线时可见方折，字迹繁密，形制奇特，场面宏大壮观。在

粗细变化的线条中，透着一股舒展自如的气息。从画圣

吴道子的白描到李公麟的白描，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情

趣的提升，是一种格调的提升，也是一个蜕变和提升的

过程。苏轼曾言“极尽绚烂，归于平淡”。这是单纯而洗

练、朴素和优美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对白描技法的形

成和完善有着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一时期许多绘画

研究成果及其后来的风格演变都值得学术界引起高度

重视。

在明代时期，白描传统绘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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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由于社会因素，人物画以继承前代传统为主，题材多

以士大夫与仕女居多。明代许多著名的人物画家都是

白描高手。擅长山水创作的吴伟，笔法更劲逸，气魄也

更大，用笔横涂直抹，随意似若。但他精于人物刻画，艺

术成就颇高，在白描人物的创作上颇有建树。作品《武

陵春图》《歌舞图》均为其绘制完成，艺术手法与白描

风格较为接近。“白描”构成了吴伟最重要的人物画风

特征。

明晚期，陈洪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其他人

创作的人物不同，他的人物形象造型奇特与白描相结

合，善于提炼形象，又重视神情，出神入化。用线方面简

练流畅，有独特的金石味，他的绘画线条以“易圆以方，

易整以散”的装饰手法来描绘人物形象，称得上是人物

画史上的变形主义。他的人物画注重造型上对人物与

整体的关系把握，以及审美趣味的表现，达到了很高的

艺术效果。线条节奏的准确把握力求流畅与舒展，多是

以婉转和自如来表达线条，与中国前代版画的传统黑

白描画技法有着明显之不同，不成方圆，以一种轻盈与

柔美的线条来表现整个画面，他自己绘制完成的很多

幅精美的黑白版画插图实际上也是“白描”的另一种艺

术表达方式。

明代时期对“白描”的形成也有着重大的贡献，经

历了反复磨炼，达到一个成熟的水平，白描的表现灵动

婉转，简率流畅，从很多方面显示出了“线”的魅力。

中国绘画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讲究以线造型，它

也恰恰是古代中国画的灵魂精髓所在。“白描”源于“白

画”，是运用纯墨色线条来勾勒出形象并且不施染颜色

的绘画手法。白描作为一门独立的绘画科目，在美术史

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历代艺术家

几乎都对传统线描艺术付出了许多艰辛与努力，而传

统白描艺术形式的研究创作，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出

现几种不同艺术类型的白描绘画创作形式，并演变出

许多现代白描技法，创造和发展出了很多优秀的现代

线描艺术，具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深入研究、学

习总结、系统把握传统白描线条的艺术，对当代中国画

的理论发展和创新等方面的指导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

在工笔画的创作中，画家通过对现实的取材在头

脑构思之后展现给观者一幅富有意境的作品，在艺术

传达时往往会融入现代题材来表达内心感情。如宋代

工笔画的取材就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思想观念

的影响，而唐代则是当时最昌盛的国家，受到西域的影

响，工笔画则是偏向西域的风格。正是因为受到不同朝

代背景的影响，中国工笔白描画法才一步一步变迁

而来，并受到当时的朝代变迁所影响而产生了无数

的风格。

线条的变化，始终是构成整个画面变化的内在艺

术精华，传统工笔画艺术在展现各项实际的艺术实践

创作时，仍需要我们融入当代中国画技法作品特有的

笔墨意境和谐美，通过艺术画面情景交融使作品的主

题内涵更加生动与鲜活，因此我们今后在工笔人物画

的写生与创作实践环节过程中要注意到对传统工笔画

画面的整体营造。作为中国的新一代画家，在进行作品

构思创新与立意创造过程的同时，要深刻理解现代中

国画的意境美和情感美，这也是我们必须学习探索的

内容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探讨的许多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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