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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写意人物绘画创作对于积墨的运用
谷丽丽

（汕头画院，广东 汕头 515031）

摘要：积墨原为山水绘画创作中对于墨法的一种运用，在黄

宾虹的“五笔七墨”理论中将积墨作为一类重要技法涵盖其中。

纵观中国传统至现当代的山水画作，无论是宋画山水中对墨色的

反复叠加运用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还是元画山水中王蒙的《青

卞隐居图》里厚重的墨色效果再到后来如明山水画家龚贤，清山

水画家石涛直至近代山水画家李可染，黄宾虹等都将“积墨”技

法发挥到了极致，尤其如黄宾虹“如行夜山”的积墨效果更是为

人所称道。但与之相反的是在传统写意人物创作中我们鲜有看到

对“积墨”技法的使用，而真正将积墨运用于写意人物创作中则

一直要到近代以后，而对积墨技法的运用也拓宽了近现代写意人

物的表现手法。因此本文想就“积墨”探讨其对写意人物创作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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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墨人物绘画的历史沿革

（一）传统水墨的发展

水墨人物创作在中国绘画史上自古就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南

宋画家梁楷所作简笔大写意《李白行吟图》到明末清初大家陈洪

绶所作《水浒叶子》再到清末海派画家任伯年所作的大量水墨人

物创作，几乎囊括了传统水墨写意人物绘画的所有技法。

但如果我们再细心进行一下划分就会发现传统人物画家在进

行水墨人物创作时更加强调的是人物的平面化造型以及用线，其

中又尤为提炼人物自身线条的表现力度以及线条的表现形式，在

人物面部以及服饰部分一般会进行浅设色或者是留白处理，与传

统山水画创作中对山石结构反复皴染的表现技法大相径庭。

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水墨写意人物对人物自身造型结构的概

念化与程式化认知以及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传统画论的

影响以及局限，在以形写神与气韵生动为人物绘画最高评定标准

的前提下人物画家的创作是以人物神似与表现的畅达为第一原则

的。

因此，为了避免在绘画中失去表现的生动性，人物画家不会

像山水画家塑造山石结构一般对人物面部与服饰进行反复皴染，

这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写意人物画有别于西方人物绘画的独特面

貌。

（二）近现代水墨的发展

近现代以后由于西方造型观念的涌入，在受到更为科学与严

谨的素描训练以后，以蒋兆和及后来的徐悲鸿为代表的北派水墨

人物画家以及由方增先，吴山明等为代表的南派水墨人物画家在

革新传统写意人物程式化与概念化造型的同时为了更加准确表达

人物的造型结构，在笔墨中加入了对于“积墨”技法的使用。

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画面更加雄浑与厚实的审美化需求，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对墨色的反复积染有利于对人物造型以及结构的不

断修改，在由淡至浓的墨色覆盖中艺术家可以做到类似油画创作

中对前一笔笔触的调整与重置，这在以前几乎一次性完成的传统

写意人物绘画创作中是没有任何先例与经验的。

所以，我们在看到西方科学与严谨的造型观对传统水墨人物

绘画进行改造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积墨”技法在从中所起的作用。

二、积墨在近代南北两派写意人物画家中的应用

（一）北派写意人物画家对积墨的应用

在北派写意人物画家周思聪的作品《清洁工人的怀念》中画

面焦点集中在周总理和清洁工二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人

物的造型比例完全符合西方严谨的素描体系下对人物结构的塑造

要求，而在画面墨色处理上则能看到明显的积墨痕迹，在画面视

觉焦点周恩来总理处画家对人物面部进行了多次积墨积色处理，

人物整个面部丰满厚重，充满体量感。

其次在人物身体部分以重墨色区别于一旁的清洁工人身上的

灰墨色块，而总理身上沉着痛快的墨色效果也是经过了艺术家多

次累加的，在几遍覆盖的过程中又不至于失去水墨淋漓透亮的画

面效果。而这也正是“积墨”技法的重点难点所在。

因为在对墨色反复积染的过程中非常容易造成一块区域内墨

色由于缺乏变化而失去鲜活性最终造成一团“死墨”的效果出现。

因此画家对总理身体部分的着墨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对水墨特性尤

其对“积墨”技巧具有深厚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表现。

作为北方一派的人物画家，在继承了蒋兆和、徐悲鸿等一派

优秀人物画家的造型观与笔墨观的同时，周思聪在自己的创作实

践中更加强调了水墨的独立性，尤其强调“墨法”自身的价值所在，

这也使得周思聪的作品在具有严谨造型前提下又不失笔墨独立的

表现精神。

（二）浙派写意人物画家对积墨的应用

吴宪生作为浙派画家的代表之一，与北派画家相较之下更加

强调画面的水墨意味，但与刘国辉，尉晓榕等一般浙派画家所不

同的是吴宪生更加强调墨法中对于“积墨”技法的处理运用。

吴宪生具有扎实的素描造型功底，反映到他的水墨写意人物

创作中无论是人物的造型结构比例以及头部手部的刻画都达到了

一种无与伦比的深度与高度，相较于北派画家周思聪而言，吴宪

生更加强调笔墨的独立价值。

在他的作品《章太炎》中我们能看到只用线条勾勒的人物的

裤子与反复积墨塑造而成的人物衣衫形成了视觉上的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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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物衣衫的塑造尤为精彩，深沉的墨色即便经过艺术家的反复

叠加仍然透亮光泽，富于变化，这种墨色上的黑白变化又不同于

西方人物绘画中立体的明暗对比塑造，在保留墨色层次以及平面

化的同时又不失其自身独立多变的审美价值。

在这点上艺术家从黄宾虹的山水创作技法中汲取了足够多的

养分，浙派人物画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都会有意识地吸收传统

花鸟与山水绘画创作中的技法，其中黄宾虹先生在山水绘画中于

“积墨”技法的运用对吴宪生的水墨人物表现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

而这一点在另一位浙派人物画家方增先的作品《母亲》中也

体现的尤为明显，敦厚扎实的人物效果依靠“积墨”表达的真切

而实在，方增先本人也在对作品的阐述中承认了对于黄宾虹积墨

山水技法的学习与借鉴。

三、积墨在现代写意人物绘画创作中的可探索性

（一）积墨对于画面形式感的探索

写意人物绘画发展到现代以后无论理论还是技法方面都已经

相对比较成熟。相较于山水以及花鸟而言现代写意人物绘画没有

背负过多的历史沉淀。现代写意人物画家一般都是从造型或者表

现手法两方面入手去拓宽自己的绘画语言。这也就给了现代写意

人物绘画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除了传统的写实性手法，在借鉴了西方表现性人物绘画以后

现代越来越多的写意人物画家会运用非写实性技法去探索个人的

语言。

无论是完全的抽象还是主观夸大对象的特征，造型对于写意

人物绘画而言就是画面的框架，在二维的平面上要去做更多的可

能性，首先就是要搭载好基本的框架。在有了基本的框架以后就

要考虑画面墨色的营造，中国画传统的笔墨效果也是在这里体现

的。

画面形式感的营造包括主客体人物的对比以及整体氛围的渲

染，一般情况下一遍墨色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而这时就需

要利用积墨遍遍叠加，层层累积以营造出井然有序的空间层次关

系。

而与山水绘画相类似的是现代写意人物绘画创作中画面形式

感的营造是通过黑白空间来实现的，而现代写意人物绘画中画面

黑白空间的形成又是通过笔墨来表现的，黑在画面里的运用是经

营画面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小面积的黑和大面积的黑，画面虚实的变化以及反复的积累

都会使得画面对比更加的清晰，既有神秘感的同时塑造出来的空

间又宏大雄伟。黑与白之间是互补的，画面中不能没有白，只有

白的存在才能将黑体现出来并达到和谐的共存。

如何经营好白的空间以及如何利用好空白，也是现代写意人

物绘画的一个独有的特点。谈到白的形式也就是白的空间存在，

那就离不开画面中黑的存在。它们是对立但同时也更是互补的。

黑离不开白，白也离不开黑。

在现代写意人物绘画创作中，没有了白那么黑也就失去了存

在的意义，没有了空间也就是所谓的没有了精神进而失去了画面

的形式感。可以说通过积墨的塑造以及合理的留白会有效区分出

画面的黑白灰关系，营造出画面的形式感。

（二）积墨对于画面实验性的探索

实验水墨具有当代性、先锋性和试验性，它是随着时代的变

化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实验水墨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是

随时更新的。当代的思想有了更新，就可以运用到实验水墨的创

作实验当中；技术材料上有了新的东西，同样可以根据需求运用

于画面当中。

对于探索二维平面中绘画表现的写意人物而言则可利用积墨

探索出表现技法的无限可能性。水性材料是中国水墨画的重要组

成部分，水与墨的交融和比例的调配造就了画面产生的效果，这

种朦胧的美感就贯穿了中国水墨画，是水墨画的灵魂。

当代写意人物绘画需要创新，就需要画家对于水性材料效果

的熟练把握运用。墨中含水的多少造就了焦、浓、重、淡、清这

五种不同的效果，矿物颜料和水性颜料的性质不同，在画面中展

现的效果也不同。

可以运用“积墨”“积彩”、以水破墨、以墨破水、“撞水”“撞

粉”等技法不断做效果，艺术家可以在创作中熟练的运用这几个

条件产生块面感和立体感，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艺术效果。

熟练掌握积墨又是探索更多表现可能性的基础，只有画面层

次井然有序，才不会出现“死墨”“脏色”的现象。因为我们必

须要明确的一点是实验水墨实践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不能让

它与传统水墨割裂分离，缺乏传统的根本。

在笔墨材料创新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不注重融合而只顾着创

新，这样的作品做出来是毫无意义以及匪夷所思的，这与实验水

墨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不能达到实验水墨和时代相结合以及对

传统水墨进行有效转化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积墨”技法本身除了可以

运用在山水画创作与学习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其在水墨写意人

物绘画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对于相关理论的

不断挖掘以及实践的不断深入，在未来的水墨写意人物绘画创作

中积墨还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独立于人物造型之外的传统

笔墨的审美特性也将获得更大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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