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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传统壁画摹写材料应用方面就包含了“现状摹写”，
它充分借鉴摹写材料，运用摹写应用技法与表现方式来展现传
统壁画原作内容，即对壁画作品进行还原。在这一还原过程中，
主要通过模仿原作，锻炼材料的综合美感表现力，深层次体验传
统材料中所蕴含的当代艺术表现功能，有效丰富艺术语言，表
现形态与力量。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让学生首先对传统壁画
摹写材料应用技法与表现方式产生一定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1、传统壁画摹写材料应用技法及表现方式的教学意
义分析

1.1 古人对于壁画摹写的观念
每个人对于传统壁画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古人在摹写传

统壁画时，通常存在“重道轻器”的观念。古人认为“道”是
一个囊括一切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相对应的“器”指的是
具体的事物。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道本器末，以现代的理念来理
解，这种观念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分离的“道”与“器”
之间的联系，片面地认识到道高于器，忽视了道依托于器而存
在；其次，重道轻器观念所提倡的境地，往往只是代表少数君
子们的趣味，平常人并不容易达到那样的境界；第三，重道轻
器表现的是主观思维，缺乏对“道”的科学论证，单一地提倡
发挥个人的能力，没有将“道”转换为普遍使用社会的方法或
者精神。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古人在研究和学习传统壁画时，
只是追求形而上的“道”，过分忽视或贬低壁画的材料和技法。
1.2 讲解传统壁画材料、技法与表现方式的意义
传统壁画摹写是讲究“重道轻器”的，这也是我国传统画

学价值观念的精髓所在，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反思这一点。
围绕材料与技法选择为学生提供较大的学习表现空间，例如可
以尝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主动创作能力，让学生对艺术形成
感知感觉。再者就是强调对于材料、技法的选择与实践应用，
最终呈现完整的艺术表现形式。首先就是基于传统艺术中的文
化内涵认知结合来引导学生，让学生在思想上贴近传统绘画精
华内容；其次，要帮助学生分析传统壁画中的现状，分析其材
料技法表现，深刻改变艺术观念，体现其艺术教学价值意义 [1]。
1.3 材料、技法与表现方式对传统重彩壁画摹写教学的意义
在传统壁画摹写教学中融入材料、技法与表现方式，有着

许多实际作用。首先，丰富了学生选择材料和技法的空间，能
够更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主动创作，自主参与的
能力。其次，可以给予学生更深刻的体验，以材料和技法引导
学生思维，使学生能够正确处理材料和技法的关系，将壁画的
艺术完美地表现出来。第三，此教学方法适合当代艺术的要求，
能够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给予学生更加广阔的
艺术创作空间，更好地完成传统壁画的创作 [2]。

2、传统重彩壁画摹写的材料结构

2.1 传统重彩壁画的摹写类型
我国传统重彩壁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传统重彩壁画摹

写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客观地摹写现状。此方法
对于摹写者有着一定的要求，摹写者需要脱离自己的主观趣味，
严格遵守原作品的现状进行摹写与复制。第二种，复原性摹写。
该摹写方法指的是通过运用古色来还原破损壁画，不仅要复制
作品的现有色彩，还有修复作品的破损处。在摹写之前，摹写
者需要对作品进行深入的了解，通过对同时代、同题材的深入
分析，能够将作品的造型、服装样式以及表现方法完美地摹写
下来，还原作品的原本面貌。第三种，对作品的当时状态进行
复原摹写。该方法主要是将作品的最初情况复原，是残破的图
像得到清晰的复原，并通过科学的手段为壁画添上“古代”的
外衣，使其恢复原本的色彩。当前，业界人士通常将以上几种
方式归纳为“复原摹写”以及“创意摹写”[3]。
2.2 传统重彩壁画材料结构应用
从传统重彩壁画的颜色来看，最初的传统壁画往往只是采

取少量的、较为简单的颜色，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下，经过自然
的侵蚀才表现出现在的面貌，我们将其称之为现状。通过科学
分析表明，导致这一现状的素材构造主要有五个层次：支持体，
即墙体；基础层；颜料层；腐化层，即墙体的龟裂、受到各种
自然现象的腐蚀，以及人为破坏的痕迹；浮沉层，在壁画表面
上的烟、尘等物。从传统壁画的材料来看，由于地域和时代的
不同，传统壁画尤其是古代壁画墙体选择的材料也不相同，一
些墙体在山崖上开凿洞窟，其表面较为粗糙和不稳定，如敦煌
的壁画以及山西永乐宫的壁画。一些则是存在于山间的寺庙中，
其材料较为平整和结实，比如北京法海寺的壁画及四川新津观
音寺壁画。材料的不同使得这些壁画各有各的特色，表现出不
同的绘画纹理。

3、传统重彩壁画摹写的表现方式教学研究

围绕传统重彩壁画摹写的表现方式教学方法是相当丰富的，
在参考不同壁画表现形式、不同摹写绘画技巧、不同材料结构
与颜料方面深度分析技法表现形式教学应用很有必要，以下就
简单研究两点 [4]。
3.1 传统重彩壁画摹写中的赋彩表现技法应用
中国绘画的色彩备受人们的关注，敦煌壁画的色彩在世界

上都享誉盛名。在早期的壁画中，主要以青、绿、朱、赭、黑、
白等调色作为底色。到唐代时，壁画色彩应用达到巅峰。在赋
彩表现技法教学过程中，教师依然参考了敦煌壁画作为练习摹本。
例如在练习摹写绘画敦煌早期（北魏时期）的壁画作品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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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土红色打底，线条表现简练，所勾勒出的人物动态造型眉
目简单。教师在指导学生着色过程中注重对壁画中人物眼睛与
肢体的刻画，可推荐学生尝试采用凹凸有致的“天竺遗法”展
开赋彩过程 [5]。其中以朱色作为圆圈晕染，过程中突出赋彩自
由一面，然后以黑色粗线作为变色界限，迎合早期壁画人物造
型简约夸张的风格，保证做到结构概括生动，赋彩鲜明，引导
学生在壁画赋彩过程中呈现自由洒脱的美术艺术表现风格 [6]。
教师也需要在赋彩教学中更多创新，为学生创新展示立体

感赋彩表现手法，丰富壁画线描组织变化，采用铁线描配合兰
叶描混用手法展开赋彩绘画过程。这其中要求学生采用淡墨线
起稿，再用有色线条进行定型复勾，保证做到线色互补 [7]。总
而言之，教师应该在赋彩摹写教学过程中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
法收集素材，突出壁画作品内涵亮点，帮助学生全方位摹写壁
画内容，深入到壁画作品之中发掘其艺术美感，并加以理解，
合理化运用赋彩摹写技法 [8]。

3.2 传统重彩壁画摹写中的形神表现技法应用
中国绘画艺术最高的境界，即形神兼备，是评价绘画的一

个重要标准。以敦煌壁画中的人物画为例，其中有神像、人物像，
每一个都有着十分生动的表情。教师在壁画摹写教学中，要引
导学生将壁画中人物的灵动的表情以及姿势复制下来。比如第
220窟的帝王像，其表现出一副尊者的态度，眉眼上扬、大步向前，
群臣则各有各的表现，有小心翼翼的、有毕恭毕敬的、有悠然
自得的，也有阴险狡诈的。可以分析出，决定一副摹写作品的
关键在于，造型的线描、色彩的润泽以及栩栩如生的神态 [9]。

4、结语

通过对古代重彩壁画现状摹写的教学实践，有助于对绘画
材料、技法、绘画逻辑的深入研究，并深刻体会材料与表现的
多种可能性，形成重彩画的绘画框架，是开展传统壁画保护与
传承、当代重彩画创新创作最有效的入门课程。学生们可以了
解传统壁画的艺术风格和表现语言，传统壁画中有很多东西可
以被认识和利用，中国的色彩绘画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准，
是研究古代社会发展、文化交流和绘画艺术的重要历史资料，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当代壁画艺术呈现出极大的融合性，
艺术形式与环境科学、建筑空间、都市规划等学科的互融关系，
由此也拓展了学生创新创业的空间。
传统重彩壁画摹写材料应用技法及表现方式的教学实践内

容丰富，教师在指导学生追求材料表现、丰富应用教学技法过
程中要做到对传统技法内容的传承，并追求现代技法拓展，融
合利用“大象无形”的内容包括特征与审美特点展开教学过程。
通过多层制底技术和材料使用技法的创新，改革了传统教学的
部分技法，使学生在壁画摹写和创作过程中更加具有艺术性、
创造性和历史底蕴。这些都表明教学改革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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