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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笔画的写意性

对于工笔画的认知，许多人都停留在初始认知的层面上，

精细、呆板成为了普通人形容工笔画的词汇。其实并非如此，

传统工笔画不单单是作为绘画方式，“以线”为造型来刻画人

物、山水。在中国古代，文人骚客也常用工笔画这一特殊而即

赋美感的表达语言来抒情写意。

追溯到魏晋时期，书法家就开始重视“写意”的重要性，

“意在笔前”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传统工笔画甚至是中

国古代绘画趋势的发展。可以说书法真正赋予了工笔画灵魂，

这是工笔画的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线条不在停留在简单的美学范

畴，它开始打破固有模式，逐步上升成为了文人骚客所依恋的

抒情手法。

其中极具代表就是大画家顾恺之，它的绘画就是凝聚了传统

工笔画和书法的精髓，既将线条赋予了力的苍劲，又将“写

意”传神地流露，最终是达到了写意和线条完美融合的极高境

界，可谓“全神气也”，这也反映了工笔画的发展历程。传

统地工笔画的技法多种多样，画者能否将单一的线条赋予生命

力，也体现出了一个画者的绘画功力和对工笔画的领悟程度。

工笔画的写意性还在于它突破了自身绘画方式的约束，将目

光转移到对意境的表达和刻画。从中国古典美学上来看，写意

画与工笔画各具特点但却不是两种可以完全独立开来审美的绘画

方式，对于意境之美的追求显得格外相似，只是在营造方式上

各有千秋独具一格。相比较于写意画，工笔画的手法会更含

蓄，单从画面的刻画上来看，工笔画不是自由豪放的，它的画

面是更规整的，常常在角度的选取上会更谨慎，对色彩、布局

的把控更加细腻，就算是对一草一木的描绘，也会十分考究，

是极具对“写意”的把控的。

2  近代工笔画中的“写意”

在这漫漫历史的潮流中，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急剧的变

化，工笔人物画不断地传承更迭至今，它不仅作为一门独特地具

有中国特色的绘画方式，也是这新旧时代变化的产物和见证者。

早期，中国画家的灵感主要来源于诗经诗文或者是受到圣贤书籍

的启发，因此绘画内容更着重于“尚意”，常常不能反映当下时局。

画风也比较明朗、活泼、对比度强，绘画技艺高超，对线条的绘

制和运用都已经出神入化，画面赋予一种苍劲有力之感。即使受

到西洋画法的影响，中国画者仍坚守着对“写意”的执着，西方

审美影响的仅仅是绘画技巧的改变如在色彩的选取方式上的改变。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素描这一绘画方式传入中原大地，传统

工笔画的发展也开始了新的篇章。中国绘画历史在这一时期涌现

出了许许多多的代表人物，如潘挚兹等，在兼具中西方审美的特

点下，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把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不仅生动的绘制了画面的明暗，同时将画中的山川人物都用“写

意”、“写心”的方式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时期中国工笔画的发

展经历的不仅是古今文化的交融，也是中西文明的碰撞。它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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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世界绘画历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受到了多元化的

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不变的就是画者对于“写心”、“写意”的执

着，在无数次历史更迭中，这已然成为工笔人物画的根基，具有

不可动摇的地位，如何对工笔画语言创新的同时延续具有东方特

色的艺术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得到了很好的解答和实践，为现代中

国工笔画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明朗的道路。

3 工笔人物画与“写意”的融合

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是以文革作为分界线

的。在前一阶段，绘画中所表现的政治色彩更浓厚，基本没有

与表现政治立场无关的画作。从此中国绘画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

时期，工笔画的主体开始从诗情画意的人物逐渐演变成工农兵，

形成了具有当时时代特点的“文革艺术”。“写心”、“写

意”的发展第一次受到了如此大的冲击陷入了最艰难的地步，

艺术在这一时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的性极强，失去了原有的淡雅清新的面貌，取而代之的是对

西方绘画的照搬照用。

终于在文革之后，我国的工笔人物画的发展迎来了希望的曙

光。在褪去了精神压迫的阴霾后，自由、创新成为了新时代人

们最向往的主题，“写意”“写心”的发展空前盛大，画着

对于如何宣泄自身的情绪表达内心的渴望有了新的认知。无论是

在技法、审美、构图方式的转变上，还是在绘画前对绘画内容

主题的选择上，多样化创新化都围绕着“写意”来展开。一

名具有经验的优秀绘画工作者，必须同时具备优秀的审美能力和

成熟的绘画思维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将“写意”与绘画有机

的联系起来，传递绘画带来的美学享受和精神价值。

新时代的发展让人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度日益增高，同样

在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绘画材料工具，为了满足人

们对于艺术的更高层次的追求，绘画工作者开始探索更加具有时

代特色的艺术形式，在此期间，在对于东方艺术色彩的取舍上，开

始逐渐产生了派别，他们对于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不

管怎样发展，纵观历史，“写心”和“写意”都是工笔人物画永恒

不变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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