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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铁般的铁线“——线

从袁武的《大昭寺的清晨》的每副作品中，我们不难发

现，袁武的线都是刚劲有力的，都带有一种力量，一种钢铁般

的意志力。你可以从他画的线中，就能感受到人物的性格、人

物所表达的情感。作品当中大多采用中锋勾勒主体人物的外形，

例如衣服的造型。但细看会发现，袁武的画张弛有度，也有很

细致的地方，比如头发、错落有致，好像每一根头发，袁武

都心中有数。衣服整体刚劲有力的大线条与头发、脸部的细

节，形成工与意的对比，袁武把自己的水墨人物定位在工与意

之间，再用墨色擦出人物脸部的褶皱、光感，体积。并且可

以在《大昭寺的清晨》作品中发现，虽然袁武用了许多大面黑

色的墨块，但如果一幅画当中全部都是沉闷的黑色，不免有些

喘不上气来，所以袁武在大面积的黑和灰中，掺加了少量的色，并

且纯度是较高的，用来补充墨色的不足。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的是墨分五色、即焦、浓、重、淡、清，笔

有勾、皴、擦、点、染，在一幅水墨人物画上要表现出笔墨的所

有变化，并非易事。我们可以从图2中刻画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出，

她的双手虔诚的握着佛珠，这幅画的线条，特别是在衣服线条的

处理上，简单有力，每一笔都展现了画家深厚的功底，衣服的线

条袁武用了中锋较为浓的墨，但在衣服的转折处，则采用了较淡

的枯笔，形成前后的对比。

用线与皴，来源于袁武早期学习山水画的技法，我们可以从

他的很多人物画中运用了这种结合山水画的技法，表现现代的绘

画语言。比如说，袁武在勾画人物脸部外轮廓的时候，不再是一

笔到黑，其中包含了侧锋的用笔，以及顺着脸部骨骼的偏锋，这

样的表现手法不仅使线条变得灵活，不再死板，也使得画面更加

具有生气。

如袁武 2 0 1 2 年创作的《大昭寺的清晨》（图 1）中刻画

了一位藏族的中年男人，他虚着眼睛，粗大的双手握着佛珠，虔

“心灵净土”
——读袁武《大昭寺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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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袁武的画你仔细不难发现，你会发现他的真情意切，他所绘画的人物都是朴实无华。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袁武的《大昭寺的清晨》，袁武多次去西藏，去到大昭寺，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充满的神秘的气息，令无数画家前往，
袁武也同样创作了一系列与大昭寺有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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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专注的正在祷告，印象令人深刻。我们可以看到袁武在刻画他

的衣服时，是用的刀劈砍斧的中锋用笔，用笔十分肯定，并且高

度概括了这位中年男人饱经沧桑的感觉。脸部上的褶皱，一看就

是经历了寒冷的冷风吹刮的痕迹，作者采用的侧锋用笔的皴擦来

表达。这种新的用笔墨的方式，更加能够将人物的内心深处的情

绪表达出来。

2  “恰到好处的色“——色

在水墨画中，纯色的运用大多是在古代历史人物的衣物装饰

上。如袁武创作的图2，在这幅画中袁武的用色是十分大胆的，

这位妇女的衣服用了大面积的绿色，以及她脸部的色彩也用了棕

绿，由于西藏地区独特的气候，这位妇女的脸上和耳朵上还有

小面积的红色，这些色彩的表达，都让主体人物更加的突出。袁

武用色十分考究，是根据人物给人的第一印象表达出来的，这也

是画者内心深处所探寻的。

袁武认为在水墨人物画中，写生是基本，写生中的“以线造

型”是水墨人物画最基本的绘画语言，强调要尽可能要表达出写

生对象第一眼留下的印象，也就是最初的印象，要保持一种“最

原始的表现“意识。这样的画，能使作品具有生命力，更具有鲜

活感。用墨和用色，要做到突出主体，造型准确、相得益彰。并

且在写生的用色上，不能简单的照搬，更不能过于注重由于环境

色光源造成的复杂颜色的变化。特别是在写生当中，不能眼睛看

到什么颜色，就表达什么颜色。颜色不能够平涂，要像用墨的时

候一样，要有变化、重轻，每笔落下去都要见到笔痕。袁武局部

的、小面积的强烈色彩运用，突破了以往水墨人物画的传统模式，

反而更能够丰富画面，凸显人物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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