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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承·

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创新
□ 龚怡帆

摘 要：以何家英和李传真两位老师的作品的艺术特点为例，对工笔艺术的创新进行阐述。何家英的工笔人物画把

晋唐时期工笔人物画与西方造型相结合，从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绘画中汲取营养，对工笔人物画的色彩、造型、

技法进行革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影响了新一代的工笔人物画家。李传真跟随何家英的步伐，继续对中

国工笔人物画进行创新。她从现实主义题材入手，弱化传统工笔平面化的特点，强化作品中的感情色彩并在技法上

大胆突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工笔人物画写实主义绘画风格。在艺术多元化的时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应

继续坚持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以使中国画艺术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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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人文等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工笔人物画与

传统工笔人物画的内容虽有所不同，但表现手法却大

体相同。在传统工笔人物画的画面中，或多或少地透露

着静谧闲适的气息，体现着中国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

固有特性。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静谧闲适”仿佛与

当代大部分人的状态不相契合。当代工笔人物画在吸

收中国传统工笔人物画精髓的同时，也应使艺术表达

更具时代性，表现方式更加多元化。

对于中国工笔画而言，“线”是十分重要的，线的自

由组合承载着画面的框架、形式感与美感等作用，无人

不会画线，但少有人能画好线。“线”是中国传统人物绘

画不同于西方人物绘画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常用“以

线造型”来概述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中这一造型特点，体

现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意识。

白描表现形式是仅通过勾线的方式对物象进行表

达，中国传统人物工笔画由白描形式发展而来，即在白

描的基础上，通过对结构、层次的分染和照染，使白描

形式的人物画变为颜色更加丰富的工笔画。白描勾线

画法经发展演变与总结，提出了“十八描”，即铁线描、

以顾恺之为代表的高古游丝描、行云流水描、枣核描、

折芦描、以任伯年为代表的钉头鼠尾描、曹衣描、以马

远与夏圭为代表的混描、撅头描、琴弦描、橄榄描、马蝗

描、以吴道子为代表的柳叶描、竹叶描、战笔水纹描、以

梁楷为代表的减笔描、柴笔描、蛆划描。北宋时期张择

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工笔作品，此图巧妙运用了高

古游丝描、钉头鼠尾描等，对人物动态刻画得十分生

动。张择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以长卷形式巧妙地运

用“线”，实现了兼工带写，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丰富多彩

的市井生活以及北宋都城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闲适

自得的人文气息。画面中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繁而不

乱，细致入微，设色淡雅，令人赞叹的同时，也能使人感

到当时的闲暇与怡然之意，这便是传统工笔画所传递

的独特意境。

汉末，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繁荣发展起来，宗教的

鼎盛也使佛经、佛像等被大量翻译、临摹。张僧繇作为

一个高超的佛画家，吸收天竺（今印度）的晕染画法画

“凹凸花”，这在本土画法中是一大创新。“凹凸花”式晕

染技法能够增强画面的空间感，增强物体的体积感，使

三维效果在二维平面表现中更加强烈。“凹凸花”式晕

染技法是本土工笔画的一大进步，极大地拓展了工笔

画的表现力，对以后的人物工笔画技法产生了十分重

要的影响。

工笔对于晕染技法的吸收，使得工笔人物画的绘

画变得多样化。晕染法能够深入刻画人体的结构，使人

物画以“线”为框架搭建起来的结构更加饱满充实，能

够细致地表现出画面中人的肤色、人的气色、人的温

度等。

在工笔画的发展过程中，绘画内容的不同使绘画

的技法有所创新。时至今日，我们能够欣赏到的现代的

名家名作早已摆脱了古代工笔人物画的闲适风格。现

代教学体系中扎实的造型、淡雅的设色，虽与古画无法

比拟，但在气韵上也一样耐人寻味。

工笔人物画强调画面当中的线条质量与线条组

织，何家英的工笔人物画作品就学习继承了传统工笔

画，从他的《读书的老人》《秋冥》中便可以看出他的用

线借鉴了钉头鼠尾描、柳叶描等线条形式，运用色线对

白描稿进行复勾，从而使人物颜色更加通透红润，减少

勾线带来的人物形象的轮廓边界感，古法用笔在他的

作品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中衣纹的线条组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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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画面整体的线条疏密都十分考究，所画之物因此皆

气韵生动并符合当今时代对工笔画的艺术审美。

何家英在工笔人物画上的创新离不开对他对中国

写意技法和西方绘画的研究，他主张“衡中西以相融”，

使当代工笔人物画在题材和写实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

破。在他的工笔作品中，他不但运用了泼墨、洗染等多

种写意画的表现技法，更是融入了西方油画的色彩表

现风格与写实技巧。他对人物的刻画融入了西画的元

素，增加对人体结构的表达。相较于盛唐时期仕女画中

的“三白法”，他对人物五官和人体结构的分染更加细

致立体。何家英的工笔人物画不仅具有中国画的线条

美感，也体现了西方作品的空间形式美感，突破了纯粹

的意象造型方式，更符合人们普遍的视觉经验和审美

取向。

在现代文化融合的时代里，工笔人物画已经呈现

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工笔人物画作品中，李传真的

工笔人物画作品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她的作品中

透露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生命的厚重与沧桑。她的作

品往往能够精准有力地体现出画面的主体氛围，其独

特而优秀的造型能力以及在色彩方面的大胆突破，使

她的作品在众多画作中脱颖而出。李传真工笔人物画

的艺术表现形式融合了现代绘画的理念，而且将现代

审美理念融入作品中，使作品充满了清新灵动感。

李传真的工笔人物画作品创作手法灵活，方式丰

富，脱离了传统的以墨色勾线、分染照染结构的绘画方

法，而是结合油画的创作方式。首先确定颜色基调,进行

块面的平照，再用不同颜色进行结构上的分染，最后用

颜色勾线刻画进行创作。她在技法上大胆创新，考虑到

宣纸及国画颜料对厚重风格的描绘不够强烈，选择用

“立德粉”进行工笔人物画的创作，李传真的作品《藏族

老人》就是其中之一。在《藏族老人》这个作品中，李传

真在造型、技法上有更新的表达。在画面的中央画着一

个四分之三侧面的藏族老人，圆圆的眼镜和高到凸起

的颧骨再加上厚重的藏袍，画面造型经过作者主观处

理，使得老人的特点更加突出，如加高了颧骨、缩小了

头顶、藏袍更加厚重等。李传真从仰视的角度把略带沧

桑的藏族老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出来，老人目视前方，

嘴唇微张，仿佛要进行朝拜。画面主体人物以橙红色为

主，搭配着蓝绿色的背景、立德粉的白，这样的颜色搭

配使画面明亮且不焦躁。李传真一改往常作品对于老

年人肤色的界定，她通过立德粉对人物整体薄涂后再

用橙色、红色以及赭石等进行肤色和“高原红”等细节

的塑造，颜色强烈但又不显得突兀，十分具有创新性。

画面中另一亮点便是她对藏袍的处理，在确定藏袍颜

色基调后，用立德粉多次上色勾画出藏袍细节，平面化

藏袍的同时增加线条叠压，藏袍的白色块与老人花白

的头发形成呼应，把中国画的气韵保留在画面当中。李

传真的表现方式在传统的表现手法与绘画步骤上有所

创新，不仅使创作风格得以转换，表现力也得到较大提

升，画面中情感力量的迸发更是令人赞叹。李传真的作

品体现着我国当代工笔人物画的重要成就，她的艺术

追求也是我国绘画史上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

传统工笔人物画是中国画经过悠久的历史长河的

沉淀而流传下来的艺术精髓，其自身所独有的文化价

值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笔墨当随时代”，对于传统工

笔人物画的学习，应“尽最大的力气打进去，尽最大的

力气打出来”，不能把“学习好传统工笔人物画”作为目

标，而是应作为绘画的起点。学习传统、临摹传统，在某

一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复制，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

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才能继续发展。

在中国画发展创新的历程中，众所周知的便是徐

悲鸿把西方素描引入中国，通过对素描的研究，使中国

人物画在注重笔墨技法上开始注重人体结构的表现。

在近现代的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当中，能让人印象深

刻的作品往往都是在人物造型上有突破的，可见造型

能力取决于对于人体结构的把握。造型能力的创新可

以从其他艺术门类入手进行学习，比如人物版画只有

在对人物结构烂熟于心的前提之下，结合不同的刀法

行刀，才能发挥版画强大的表现力。

在信息开放的今天，多样性表达早已成为中国工

笔人物画的一大亮点，但无论是从材料技法或是人物

造型方面，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从中国工笔人物画

的人物造型、画面构成、绘画技法等方面思考创新，才

能使中国画在历史上得以继续发展，并在历史的长河

中标记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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