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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笔人物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珍宝，用笔工整，刻画细

致，色彩典雅。以独特的形式美成为中国传统画中历史最悠久的画

种。工笔人物画的形式特征首先体现在线与色的结合上，线在以色取

胜的工笔人物画中具有骨架的作用。色彩在工笔人物画中的运用，由

于线的间隔与造型单纯化因素的影响，则构成了工笔人物画形式特征

的第二个特点，即色块与色块之间的排比关系。构成上的平面装饰性

则是工笔人物画形式特征的第三个特点。工笔人物画的现代进程在今

天的文化发展中则更为重要，将使中国工笔人物画这种传统文化演进

成为当代先进文化，再次焕发出她的勃勃生机。工笔人物画创作应该

主动、自觉地切入时代文化的主流话语，成为当代民族精神的名副其

实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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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画中，有一种勾线工整细致，着色浓重绚丽，富有装

饰性的画，叫做“工笔重彩画”（简称“重彩”）。这种画法具

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例如在历代的壁画和卷轴人物画中，像敦煌

千佛洞壁画，以及遗留下来的唐、五代的壁画和卷轴人物画，都

是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工笔重彩人物画。还有一种群众喜爱而广

泛流传的木板年画形式，如天津杨柳青年画，也是属于工笔重彩

画。由于过去的壁画和年画绘制，大都出于民间画工之手，因而

保持了强烈的民间画的艺术特色，积累了劳动人民丰富的绘画经

验，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部分绘画遗产。

人物画作为中国画发展与成熟最早的画种，经历了先秦时

期的早期萌芽、秦汉时期的初步繁荣至魏晋而日趋成熟。其后隋

唐、五代、两宋时期的鼎盛与元明清之际由于文人画的兴起而导

致的衰微，使人物画的发展变革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社会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造型特

点、形式特征、赋色规律三个方面。

一、形式特征

工笔人物画的形式特征首先体现在线与色的结合上，工笔

人物画是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单纯的线条勾勒作为造型手

段，借助线条的粗细长短、方圆曲直，用笔的轻重缓急、虚实疏

密、顿挫刚柔，用墨的浓淡干湿在造型上的生动运用和有机结

合，再加之色彩分染、罩染、烘染等手法的运用处理，细致入微

地充分表现形体的质量感、动态感和空间感。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线始终是工笔人物画造型的主要手

段、形式和基础。色彩的运用是在线已经完成了基本造型之后，

线是为形体服务的，可是线虽然具有很强的意象概括能力，但不

可能充分表现物象细微处的丰富变化，而利用色彩与线的疏密穿

插、组织编排的密切配合，则弥补了线的不足，不仅使线的表现

更加符合客观物象的形态结构，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同时

也加强了线的秩序感。线与色的结合所产生的强烈形式美感与丰

富内涵是单纯用线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二、色块与色块之间的排比关系

工笔人物画用色讲究理性化单纯化的装饰味，色彩越单纯

越限制，装饰性越强。由于工笔人物画不画光暗，所以就无所谓

色彩的写实。工笔人物画的色彩仅仅表现对比变化，没有冷暖之

色的意义，只有深浅浓淡的色阶意义，颜色之意义与水墨一样。

中国画的色彩和客观物象没有简单的等同关系，故可以随心所欲

调配变化，目的不在写真，而是起一种装饰美化的作用，增强画

面的节奏韵律感，借以抒发情感，所以工笔人物画的色彩是情感

化、理性化、装饰化的。

在传统中国画中，色彩不仅在画面中有均衡构图的作用，更

重要的是它通过不同的色彩语言释放着不同的色彩情感，从而使

观看者与画面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起到传情达意的交流作用。

而从色彩使用来看，最富装饰性的当数工笔重彩画。

三、构成上的平面装饰性则是工笔人物画形式特征的第三个

特点

工笔人物画平面色块组合的色彩运用方式与人物造型的单纯

化特征，使工笔人物画的整体构成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装饰美感。

工笔人物画在画面构成上，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把世上

一切不在同一时空的事物组织在一起，它不受表现对象的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可以把白天黑夜、现代古代在同一画面中尽情表现出

来。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来使它们协调完美，它可以不受物象具体

形状实际比例和视觉关系的局限，使散乱的形象均衡起来，连缀起

来，巧妙的结合起来。自古以来，画家们一方面在按照美的规律塑

造形体，另一方面又在努力捕捉这些美的规律的具体因素。

工笔人物画装饰性的内在美首先来自于画面构成的整体感。

整体感是国画中所表现物象相互融会，化而为一的具体表现。中

国绘画整体感的创造与西方绘画不同，它着重于构成画面的物象

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谓“一气呵成”是对中国绘画整体感最为恰

当的解释。工笔人物画虽然制作颇费时日，但内在联系上的“一

气呵成”之感却是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内涵之一。具体而言，工笔

人物画的造型、色彩、构成形式皆要形成统一的节奏，整体感因

意而至，因境而成，装饰性的内在美自然也应运而生。

总之，工笔人物画之所以能够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屹立于世界

绘画之林，正是由于在写实技巧中揉入了华美工巧的工艺手法，

充分运用了装饰手段，以达到画面工整、富丽的艺术效果。而这

种装饰效果是通过线条、色彩和构图这三种因素的有机联系所形

成的。今天，我们继承民族绘画的精华，掌握工笔重彩的方法，

来描绘丰富多彩的生活，就不仅限于绘画年画，而且要以多种多

样的重彩单幅画和连环画形式出现，使新的重彩人物画在社会主

义美术园地里，更加灿烂夺目。

我们应该为生在这个年代而庆幸，更应该继续学习和研究，

在继承的基础上去芜存精，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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