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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美术思潮”对中国工笔花鸟画发展的启迪 
胡媛 

(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省湘潭市  411201) 

摘要：工笔花鸟画是中华民族审美和文化表现的重要形式，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必须提到中

国第一个当代艺术运动——“八五美术思潮”。它是中国当代美术分界线，推动了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再次兴起。此后，国内画家们

不再重复传统的单一形式和借鉴了西画构图、技法等，而是注重对客观表现。新时代的中国工笔花鸟画只要对之弃其糟粕取之精华，

坚持多元化发展，我国的工笔花鸟画一定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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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如今，中国美术呈现多元的发展态势，并与世界艺术的交流越

来越密切，这给了中国工笔花鸟画一个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契机。

这些都源于八五美术思潮。此后，中国工笔花鸟画呈现给观者的是

多样化的风格、创新的语言、工整精细的技法手段以及全方位的不

断创新。中西方艺术家对思潮的探索和研究，大多只讨论其起源和

精神影响，基本上没有分析单一艺术范畴的影响。例如，对于当代

中国工笔花鸟画，往往只略微的研究其技巧和意象。 

本文将从八五美术思想运动出发，逐步揭开其与当代中国工笔

花鸟画的联系及其影响。在阐述了思潮运动和中国工笔花鸟画之

后，分别从中国工笔花鸟画主题、创作手法和色彩情感三个方面，

加之四代工笔艺术家代表蒋宏伟、徐累等事例，描述当今工笔花鸟

画的创新。最后探讨新时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前景，并进一步

反思八五美术思潮的思想启蒙在中国美术中的重要性。 

本文使用举例论证法、文献参考法等研究方法，在对研究对象

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搜集与整理，以通过深入研读，掌握相关信息

与理论依据。同时鉴赏研究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的优秀代表作品，

并对与本文相关的资料进行梳理，避免单一视角的不足。笔者希望

通过本文，能够系统梳理当代工笔花鸟画的知识，提高认识水平，

也希望能为以后的创作找到新的思路。 

第一章  “八五美术思潮”与当代工笔花鸟画 

一、“八五美术思潮”运动 

“八五美术思潮”是中国 1980 年代中期兴起的一股思潮运动。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左倾艺术诸多不满，厌烦苏联学院艺术和死气沉

沉的艺术形式，想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求出路，找寻中国艺术发展

的前路，最终引发了全国上下的新思潮。 

“八五美术思潮”是我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虽然它在逐渐

淡去，但是对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却影响深远。正如著名画家丁毅

所描述的，“它是一个萌芽期，是中国当代艺术从运动走向正常体

系的初级阶段，是学习任何当代艺术史的必经之路。在这一时期，

艺术的自由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每一位艺术家都用自己最想表

达的语言和方式尽情创作，展现给大众，冲击当时整个艺术文化

界。”可见，这种思潮是 “反对僵化传统”，是从艺术层面到思想

层面寻求 “自主性”，仅服务于艺术，仅为自由。 

这般颠覆性的思潮，不负众望，给整个中国美术界带来巨大的

冲击。新的作品不再遵循传统的主题和宗旨，以森达达的《死亡的

太阳 (一车块状蜂窝煤灰) 》和朱澄《夜闹韩府图—韩熙载的夜宴

早该结束了！》作品，以及徐冰、王广义、谷文达等创作。“八五美

术思潮” 运动带来新生，同时也造就中国美术界多元化。 

 
图 1  森达达《死亡的太阳 (一车块状蜂窝煤灰) 》局部 

二、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历程 

中国工笔花鸟画是中国画一个重要门类，已有几千年历史。其

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使其至今依然鲜活。在中国绘画史长河中，

中国工笔花鸟画有资料考证可追之七千年前，在两宋时期达到巅

峰，之后随着文人写意画的发展，其受到文人轻视，逐渐式微。 

当“八五美术思潮”开始后，西方艺术和现代思潮不断冲击中

国美术，艺术家们看见了曙光，开始反思、探索中国当代工笔花鸟

画的未来。而随着大量受西方学院派影响的专业院校毕业的艺术家

加入，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思想、题材、工具、技法等方面出现整体

的大换新，使其越发兴盛，让它以全新的姿态展现于当今画坛。 

从中国美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由参展作品的数据分析中感受

到工笔花鸟画的兴盛。如第六届美展，工笔花鸟占 1/3，第七届美

展占 1/2，第八届 56%。在第十届艺术展上，工笔画占有 53.6%，第

十一届美展占 56%，工笔画连续多届占据全国画展半壁江山。 

第二章  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创新 

一、主题思想创新 

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指其对绘画题材、内容的主观因素。思

潮之前，艺术家们因置身于中国新生大环境中，其所思所想是对新

政权的呼号和赞美，他们完全被大、红、光的元素包围，很难迸发

出灵光。但在八五美术思潮后的新气象中，人们逐渐摆脱了一成不

变的表现形式，去掉了大字报的标语，结束了宣传画口号，进而强

调了展现新时代特征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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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绘画思想枷锁已不再具有规范意义。“艺术激进分子”

对现代主义有着极大热情，愿意打破以往规定。对于当时的艺术家

来说，它意味着 “前卫” “个性” 和 “自由”，这是前所未见

的自由。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新一代工笔花鸟画家徐累看来，现

代化的目标就是“表达上的自由”，因此他将致力于表现的新鲜尝

试，来找到通往现代化的途径。 

二、表现技法创新 

随着中国画的发展，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工具、材料和绘画技法

不再受传统的束缚。画家们从西方绘画、日本浮世绘等和中国民间

年画和民族装饰图案中学习研究，不断改进和创新自身创作。 

当代工笔花鸟画家创新绘画方法，常在创作时撒盐、加明矾水、

洗涤剂等方法改变纸张特性和颜色，并创造大量特殊技法，如渗透、

砂纸打磨、针刮、蜡染等，极大地丰富绘画表现方式。如中国工笔

花鸟画家江宏伟在创作中常用他自创 “洗染法”----把白描稿渲

染成又黑又脏，然后用水洗刷，在洗后模糊阴影中获取灵感。江宏

伟运用此法创作的多幅荷花作品，在 1988 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花

鸟画展上受到好评，被评价为具有宋画般的意境。 

三、色彩情感创新 

色彩在绘画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不同的颜色可以表达出艺

术家不同的情感，不同的颜色组合能够展现出千变万化的情感。中

国工笔花鸟画运用色彩、线条表达东方特有的委婉情感，正如袅袅

如雾的青烟。 

鉴赏中国画历代精品，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色彩趋于

沉稳厚重，色彩构成简单。随着西方绘画的流入，其创作手法被本

国画家们探索和吸收，并借鉴这种浓烈的色彩表达方式，发展出新

重彩笔花鸟画。如著名的重彩工笔花鸟画家金鸿钧作品《落叶归

根》，画面中令暖对比鲜明，整幅画作绚丽多彩又氛围宁静。画家

们还利用色彩的鲜明对比，加之工笔画细腻笔法，让画面的细节更

加细腻，对观者更具有冲击力。如当代工笔花鸟画家徐累运用色彩

间对比创作作品《水上花》，该作品以纯蓝为基调，以浅黄的水域

为中心，在视觉上形成了鲜明的冷暖对比，营造出一个虚幻安静的

空间，表达他独特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意境。 

 
图 2  徐累《水上花》 

第三章  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新思考 

进入新世纪后，工笔花鸟画不再一成不变，在吸收多种艺术后，

出现几个全新分支，如新工笔、新锐工笔等。它们分别在实践和概

念层面，大胆的挑战教条，更新换代，展现了另辟蹊径之势。但是

当代工笔花鸟画作品极少有表现其本质精神与其本体性，这是每位

画家必须深思的问题。 

中国工笔花鸟画总体来看偏向写意。它注重于外形、工整，其

理念是有意为之，强调主观表达。它对 “形” 有较独立意义，其

形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形象，如石涛主张 “搜尽奇峰打草稿”。 

工笔花鸟画主张以形写意，画作没有“尽其精微”就无法达到

“意境高远”。到目前为止，西方造型原理已经成为我们学习美术

的必修课，这让我们在工笔花鸟画创作时产生出工笔画是自然主义

的描述，只需形象逼真就可的误区，使得中国工笔花鸟画特有的形

式语言不断弱化。画家创作时常常忘记 “线条” 是中国工笔花鸟

画的基础。中国工笔画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断追求抽象的线条、形

象造型和主观情感三者合一。任何创新都必须以它为基础，脱离了

线、形、意的工笔花鸟画作品，也就失去了其精神和精髓。 

以实写虚是传统绘画的特点，对此我们可以结合中国诗词的以

虚写实的表达方式，探索诗意和境界的深度结合。如《簪花仕女图》、

《千里江山图》等名作。在宋人花鸟小品中也可看到这一特征，像

“无声之乐”这样用语言和理性无以表达，只能用全身心去体悟。

在中国画中，工笔花鸟画不能仅仅用人的眼睛来看，只有与其形、

意结合，才能明白全部意蕴，触动心灵。 

结语 

随着中国整体文化艺术素养的提高，社会公众对艺术的欣赏、

需求和艺术价值取向成多元化发展。中国工笔花鸟画的革新不可能

如无根之水一样凭空出现。它必须以自身为基础，与其他艺术相结

合，并经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验实践。正如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

是从 50 代，60 代，70 代，80 代无数艺术家研究的，以自己敏锐的

感知和不畏艰辛，才能突破传统的束缚，焕发新面貌，与新时代的

中国共同崛起，使其在宋朝鼎盛时期后，又能呈现另一种繁荣景象。

在此大环境下，艺术家们审慎反思和竭力探索，并自觉发展中国民

族艺术，让中国工笔花鸟画以一个新的视角展现在大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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