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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构成元素在工笔花鸟画中的创新研究 
崔扬 

(安徽新华学院) 

摘要：新工笔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时代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创新绘画形式，是当代工笔花鸟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
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中西合璧的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构成理念的传入，为花鸟画的发展添加了新的元素，“推陈出新”，
创作符合新时代审美需求的新工笔花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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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岁月的洗礼下融汇成不
朽的艺术财富。工笔花鸟画作为一个重要的画种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精
髓与审美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美学思想和精神修养。
近几年来的几次较有学术影响力的展览与研讨会的举办（如以“新锐工
笔”或“当代工笔”为题的展览），人们在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新工
笔的一些思考，如在画面形式中是如何体现“新”这一观念的？新工笔
的新与传统工笔如何界定？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新
工笔。在平面构成中，描摹自然形态和对形象的抽象是两个概念。同样，
在花鸟画中也是这样，具象的自然形态就是画家们笔下生动的飞禽走
兽，世间万物，而对于形态的抽象我们可以从最基本的点、线、面这些
平面构成的元素来分析。新工笔花鸟画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自己的“元
素”和“构成”，将“点”线”“面”三者合理组合，将“美”通过画
者在笔下呈现。 

1、新工笔的概述 
进入 20 世纪以后，各种文化冲击和新的创作理念的涌入，不少艺

术家们开始对传统绘画进行思考，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和绘画技法的传
入，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工笔画创作逐渐走出低谷，
可谓是百家争鸣，呈现出开放、创新和多样的局面。以南京地域为主要
发源地在工笔画领域涌现出了这样一批工笔画家（如张见、杭春晖、徐
累、高茜、雷苗、徐华翎、郑庆余等），他们在以往传统工笔画的基础
上，通过对事物的不断研究、探索和实践，结合现代的创作观念，带来
的这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和绘画观念，被称之为“新工笔”。艺术不再是
自我欣赏的东西，而是结合当下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符合大众审美才会
更加具有说服力。所以，当代的工笔画既要精致入微，也要浩如烟海。 

2、新工笔花鸟画现状分析 
历经千年的岁月洗礼和新旧的更替，工笔花鸟画这一脉在漫长的历

史发展长流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新工笔花鸟画正是当代工笔花鸟画发
展创新中一个新的艺术现象。在这场艺术创作革新活动中，徐累率先借
鉴西方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来打破时空界限，将不同时空的物象离奇的
组合在同一画面中，比传统花鸟画更具视觉冲击力。陈林绘画主要特征
是用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大自然式的联想，这种语境的转变是人为的再
造空间意识，在这个空间里按照画家自己的视觉需求进行画面的重组。
杭春晓在《灰色的影调—“新工笔”收藏价值说》中正式提出 “新工
笔”，确立了新工笔在当代画坛的地位和学术价值。 

新工笔所表述的观念是画家们运用自身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对文
化的思考，从社会学、美学等新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当下，新工笔在笔墨
勾勒与颜色渲染的传统绘画方式中融合了西方现代与当代绘画的形式
语言，形式上则表现为形象的重构与距离感的消弱。以全新的的视角和
绘画语言来表达对当代工笔花鸟画的理解和认识，画家的绘画不断寻找
着属于自己的新的画面语言和隐喻的表达方式，将自我所构想的情感经
验充分体现在作品中来托物言志，不是简单地通过传统的中国花鸟绘画
技法和理念来表达。由此可见新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是当代视觉需求和思
维转变的结果，只有加入真实的生活感悟创作出的工笔花鸟画才具有新
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3、平面构成元素在工笔花鸟画中的运用 
3.1 平面构成理念的介入 
传统工笔花鸟画倡导自然的法则，讲究“起承转合”搭配关系，多

以全景式构图为主。到宋代院体花鸟画后，在构图形式上，大部分以折
枝花鸟画构图为主，如宋人小品。平面构成对工笔花鸟画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构图的呈现，创造力为它的核心，是最为重要的美感和构思。绘画
过程中构图是能够体现题材的重要表达，通过最佳布局方式将素材合理
配置在有限的画面中作为主要目的。南朝时期，谢赫就“六法”中提出
“经营位置”一说，是画家主观的营造。而西方平面构成的相关理念的

传入，使当代工笔花鸟画在构图形式上挖掘更丰富的形式语言，极大地
丰富了工笔花鸟画，在画面上呈现出浓厚的装饰意味。 

3.2 点、线、面在工笔花鸟画中的应用 
在当代工笔花鸟画中，一只鸟能视为一个点，几只鸟的连续排列即

可成为一条线，都是从具体的自然意象中提炼出来，从几何上学讲，点
的不断扩大，线的无限增宽，以及点和线的密集都可形成面。基于对其
空间、背景和周围元素的比较，在当代工笔花鸟画中，点、线、面一旦
超出视觉单位的界限，点、线、面就会相互转化。 

3.2.1 点 
在平面构成的理念当中，连续的点的排列，不同的方向，聚集和分

散，以及不同的位置，会对画面产生了不同的意境。点与点之间存在着
张力，点的靠近会在视觉上产生线的感觉，并在密集排列达到一定的面
积后，产生面的效果。由于点所处的位置、色彩等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
使视觉与客观事实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而产生了大小、远近、空间等感觉。
其现象成为点的错视，运用得当可以是画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2 线 
中国画经常用各种的线条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线”对于艺术作品

中有其独特的魅力，类型十分复杂。线作为一种形态，是点的移动轨迹，
巧妙运用线的构成能使画面获得不同的效果。直线给人一种平静的效
果，曲线更富有个性化和情感化。大量的使用密集的线条，也会在视觉
上形成面的感觉。 

3.2.3 面 
在平面构成中，面是由线的相互移动下形成的。点的密集或扩展成

为面，线的聚集或闭合也能成为面。面有实面，是指清晰的形状，也有
虚面。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面。运用有机形的面、几何形的面、徒手的
面、自然形的面、人造型的面、偶然形的面等构成方法进行组合或穿插，
创造出符合当代绘画审美需求。而且面可以作为不同的区域划分具有分
割的作用，在画面中起到丰富层次的作用。 

在平面构成中，点、线、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融合性。提取自然
之美，通过点、线、面等基本元素的构成结合在当代工笔花鸟画中应用
更为广泛，从而增强画面的形式感和创造力。 

3.3 形式美法则在工笔花鸟画中的应用 
点、线、面展示的是形态美；对称、渐变、发射展示的是结构美。

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事物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美的因素，而形式美法
则，是人类对探索自然美的形式规律进行的经验总结和抽象概括。 

3.3.1 比例与分割 
在平面构成中，分割是按照一定的比列和秩序进行的。常见的有：

等形分割、等量分割、自由分割等。造型美的基础是由构成要素之间比
例和尺度构成的。在当代工笔花鸟画中，对主体物进行分割，产生的空
白与空白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绘画中构图创作成功的关键。 

3.3.2 变化与统一 
变化是指在平面构成中突出元素的特点，让画面含有丰富多彩的变

化。统一是一种有序的安排，达到整体多样化的统一效果。在绘画中，
变化总是和统一同时存在的，它应该服务于画面的整体效果。太多的变
化容易使画面显得杂乱无章，但是如果没有变化，整个画面就会显得呆
板乏味，在统一中寻求变化。 

3.3.3 对比与调和 
对比有：大小对比、明暗对比、粗细对比、曲直对比、高低对比等，

是差异的强调，是内在形式变化的结果，其效果是为了提升视觉的冲击
力，使事物更加突出各自的特点。恰当地运用对比是构图中不可缺少的
元素，可以使画面产生一种力量和活力。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成元素
在数量和质量上具有统一的效果以及安静的感觉时，它们被称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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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谐调。谐调不是自然发生的存在，是有意识的合理配合，与对比相
互烘托。中国画也是如此，在创作中可以同时存在对比和谐调这两种因
素，元素的类型越接近，效果就越和谐。但过于统一就会产生平淡。 

3.3.4 对称与均衡 
对称美的形式最初是来自于大自然，人、动物、植物等都呈现出对称

的形式美感。在现代工笔花鸟画的构图中，它是一种形式和感觉上的对称。
与对称相比均衡更富有变化，像自然界植物的繁错生长，花朵的争相开放，
都是一种均衡状态。对称给人一种安定感，而均衡讲究自然轻快律动的美
感。对比与均衡的特点使画面重新充满活力和视觉吸引力。 

3.3.5 节奏与韵律 
节奏是一种律动的形式，日月更迭，花开花落都是节奏。它可以表

现在疏密穿插、轻重虚实、由静到动，由动到静，也可以表现在画面形
象排列等多个方面上。韵律是画面运动所产生的变化之美是营造氛围拓
宽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好的节奏与韵律能在画面中创造出生动
自然的视觉效果，韵律通常与节奏同时出现。 

4、工笔花鸟画的创新研究 
工笔花鸟画的面貌呈现出了多样性和包容性，有创新才能有发展，

创新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其艺术观念的转变，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也要求
我们不忘传统，将传统的艺术语言向现代艺术和当代性的审美需求转
变。用开放的思维描绘画面，积极探索具有趣味性的新工笔花鸟画。年
轻的工笔花鸟画家的作品在题材、构图、色彩、技法、观念等方面都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当代工笔花鸟画题材不再局限于自然的花鸟树石，在关注个人内心
情感体验的观念影响下，当下社会生活中每天都能接触到的事物皆可入
画。这些题材的出现使得工笔花鸟画在表现内容方面更加的丰富多彩，
比如水晶吊灯、玻璃器皿、奇珍异兽、陆地、海洋、光影、雾霭、热带
的动植物等题材都一一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突破了传统的界限，以传
统的某种技法融入到当代花鸟画创作之中，结合西方现代主义的构成因
素，大胆的运用于当代花鸟画创作之中。 

画家唐秀玲题材不再单单以人物为主，画风突变将目光投入到窗台
桌前的大束瓶花，静物花卉或是透明的玻璃茶杯，作品在传统花鸟画的
观念上融合了西方静物画的新元素，画面清新隽雅，满足了当下人们的
审美需求。由于岁月沉淀宋画艳丽的石青、石绿、等的矿物色都褪去了
光芒呈现出斑驳，灰褐色的背景下，氤氲着温润和的气息。江宏伟找到
了宋画与自己内心审美感悟的共同点，逐渐确立表达方式。在实践过程
中他体会其深层意味在洗刷中画风现出一种近乎于“宋画式”的氛围，

画风转变的含蓄、内敛、雅致，又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画家雷苗，
作者侧重于表现透明材质的物象和画面中的透视关系，画面萦绕着无处
不在的“高级灰”，画面饱含谜一样的诗意语境，新的题材令人陶醉其
中。青年画家高茜题材多以折枝花、高跟鞋、香水、印花桌布等充满现
代气息的题材，是当代工笔花鸟画的“造境”高手，其画面中采用构成
对比，以女性视觉表达其精神寄托，作品优雅、婉约。画家鲁双喜作品
冲破了传统花鸟画题材的束缚，多以珍贵的野生动物为主题，是中国传
统花鸟画融入当代生活表达现代环境的成功。 

以蒋彩萍先生为主的北京重彩花鸟画家群体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从艺者甚多，至此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表现手法愈加丰富起来。这些艺
术家运用重彩和综合材料，通过新的质地、材料、肌理等平面构成元素赋
予了当代工笔花鸟画前所未有视觉冲击力，变换了传统花鸟画清新雅逸，
拓宽了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表现领域，增强了作品的画面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5、结语 
艺术家们从时代语境出发加入生活感悟，兼收并蓄结合自身的生活

环境，表达自己的个性化特征、生活体悟以及绘画观念等，以开放的思
维对待传统和外来文化，分析不同领域的优秀作品，找寻它们之间的共
通之处，将平面构成元素融入工笔花鸟画，为新工笔花鸟画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新工笔花鸟画就如同冉冉升起的朝阳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释放出更多的光辉，未来的路上更有很多的可能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
尝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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