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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重彩画在当代设计教学中的应用 
周子琴 

（武汉工商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摘要：我国的现代重彩画可以说是集敦煌壁画以及传统的工笔重彩、中国民间美术的特征与优点于一身的一种当代的具有革新

性的艺术形式。我国的现代重彩画是运用我国传统材料技法与西方材料技法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绘

画、审美的合壁与发展，是融会东方和西方绘画艺术的精华于一体的，是搭建中、外艺术的桥梁；现代重彩画的兴起是我国传统重

彩画的振兴，是对色彩的一次重新认识和觉醒，是对元以来的“以墨代色”的一次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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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重彩画在当代的崛起是我国艺术走向多元化的一个标志，

是我国现代艺术蓬勃发展的一个全新的开端，现代重彩画的复苏预

示着我国的艺术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使我国传统重彩画

显示出新的活力，而且还使被我们称之为‘中国画’的领域呈现出

争奇斗艳的局面。中国民族绘画传统博大多姿，文人水墨是其中的

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派系。唯水墨独尊的观念和实践显然是

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在重彩的领域里发掘，探索和创新，无疑会使

‘中国画’的创造更显丰富多彩。”①我们新一代的艺术家要站在

全球的高度上将传统与现代结合，立足当代使重彩画能够成为更具

民族特色的艺术。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画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重拾我往昔泱泱大国的风采！“让重彩画这棵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

的奇葩，向一切选择、接受这种艺术精神样式的个性生命开放，为

坚强的而旺盛的创作个性提供更大的活跃空间。”②我国几千年文

明所传承下来的一些传统艺术技法的精华是我们当代人学习的宝

贵财富，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感受来消化和理解它们，这些传统艺术

是我们现在从事艺术创作和表现的一个宽大的平台，我们要合理的

对其加以运用，从中吸收对我们当下有利的因素，而放弃一些与我

们现今的时代不相容的部分，千万不能使前人留给我们的这些心血

成为了阻碍自己前进的牵绊，更不能够单纯、概念化的把它们理解

成为了先贤们定下的“规矩”了。但凡可以载入史册的艺术都是与

时代相符的。我国的现代重彩画便是在继承了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同

时给它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及符合现时代的元素。 

在当代我们应该勇于抛弃一些固有的陈旧的观念，屏除掉所谓

的国界的限制，每每回顾历史，我国的绘画艺术本就是在与异域文

化不断磨合、冲突中才形成的，既具有本民族的独特性，又能够不

断的给自己注入新鲜的元素，在这样一种兼并、交融中成熟、完善

起来的。几千年前的我们祖先尚且如此，而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多元

化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固守着自认为的传统以及许多人奉为真理

的圣讯不放吗？所以立足于今天的我们不能够只是徘徊在“是不是

中国画“的这个问题的困饶中，在元以前，我国的主流绘画便是赋

有鲜艳色彩的重彩画，特别是唐、宋两朝更是工笔重彩画发展到了

极至的时代。而现在普遍在人们概念中被称为中国画的水墨画是逐

渐在元以后而成为绘画主流的。如果我们站在唐、宋时期来看待何

谓中国画，那么我们今日奉为中国画表率的水墨画岂非难登大雅之

堂！所以无论是水墨还是重彩都是我国传统绘画的组成部分，谁也

不能够替代谁。因此，我们应发挥我们民族包容、博大的优点，多

借鉴吸收外来的新的方式、观念，这样对于我们今日中国绘画的发

展是十分有意的。 

现代重彩画是近年来我国在重彩画这个画种经历了几千年的

沉寂之后重新提出的绘画表现方式，它是我国传统绘画在新时代的

表达于继承。它融合了中国民族传统的采用岩彩绘制的壁画（如敦

煌、永乐宫壁画等）的根基，又有跨越国界范畴兼纳吸收现代西方

绘画在色彩、肌理、造型等方面的造型因素，同时又具有东亚艺术

的共性（如中国、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的岩彩画），“伴随着信息

社会国际一体化的进程，多元文化的交流，这种具有很大兼容性的

民族绘画形式，是一种新的超越传统美术分类的边沿表现形态，将

会有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 ”⑦我国的现代重彩画可以说是传统

的工笔重彩在现代文明以及审美观念下融合继承与创新于一体的

一个新兴的画种。最初是在 70 年代初出现的，一直发展到了今天，

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积累了。它是站在以敦煌壁画为起点的我国重

彩绘画精华的基础上的，极尽矿物颜料色彩特有的表现力，充分发

挥自身的画材优势，表现出其独有的冲击力；它吸收了传统与现代

的精华，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技术下新的材质以及纯天然的矿物色

所长，大胆将国外的抽象因素、及新的构成方式与富有装饰效果的

所有特质融入在一起 ，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夸张造型、绚丽色彩以

及各种厚重的肌理效果相交而组合出的一个全新的强烈视觉冲击，

在最大限度的丰富了绘画的一些原始特性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我

国原有画种的凝聚力。中国现代重彩画的复兴给原有的中国画领域

内产生了一股强有力的冲击，以一种全新的形式震惊了整个西方世

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阵中国画独有的新风尚，充分突显了这

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新兴画种的极大潜力。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

天，我国的现代重彩画含盖了从古至今、由东至西的优势，并且运

用自身独有的装饰意味和民族审美情感以及绚烂夺目艳丽的色调，

为当代中国绘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定义、新的范畴。在当代中国画

范畴内汇聚了一股以结合一切当代有利因素开创国画新领域的潮

流，并由此而产生出了一批极具民族钻研精神的、具有代表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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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重彩画大师及许多的知名艺术家，例如：林风眠、黄永玉、

周韶华、石虎、丁绍光、蒋铁峰、胡永凯、胡明哲、张导曦、钟儒

乾、戴少龙等。  

如上几个章节探讨过的我国的现代重彩画是对敦煌壁画及传

统工笔重彩、中国民间美术的一种大胆、全新的传承与创造。所以

现在我们提出现代重彩画这个概念、要研究它，就应该将中国现代

重彩画和对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的研究联系起来，而不能是孤

立的割裂他们之间的关联，如果简单、孤立的研究敦煌壁画及传统

工笔重彩，只会使我们沉浸在重复古人的思维模式中，反复的研究

重复旧有的办法与技法。当然在此之前我们一定要明确我们应该从

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中继承哪些东西，怎么样与立足于当代的

中国现代重彩画想结合，又该怎么样与自己的艺术创作契合，又将

如何才能创作出极富个人风格的成果。我们研究一些要合理的运用

既有的财富，对传统精华的继承与挖掘应该有极强的针对性和主动

性。中国现代重彩画正是复原并拓展了敦煌壁画及传统工笔重彩、

民间美术的特有色彩表现力的很好的体现，反之，敦煌壁画和传统

工笔重彩的独特色彩感染力也在中国现代重彩画中得到了充分展

示。 现代重彩画的创新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深厚的民族文

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已有的文化内涵进行更深一步的钻研与探索，

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新的创造，充分发挥我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优

势来提高本民族的美学内涵，增强艺术创作形式语言上所能达到的

高度；二是理智的借鉴与吸收西方艺术的精华，与我国固有的传统

文化精华相结合，不断的丰富我国当代艺术的深度，提高美学标准，

不断更新新的美学形式语言 ；三是要更加深刻的融入到现实生活

中去体会、感受，要敢于抛弃传统的束缚，大胆面向一些当代性题

材。所以说现代重彩画应该要敢于立足当代，在继承优秀传统精华

的基础上不断的追求更大的空间，积极寻求新的领域。中国画是我

国独具特色的艺术门类,在传承与创造的冲突中,我国绘画的创新、

发展,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祖先所留下的巨大的财富，立足于此之

上，充分显现本民族优越性，将长处和特色完全释放的同时,合理参

考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的艺术风貌.既不能固守传统,又不能完

全模仿西画,而是需要以我们本民族文化为基点,完善和充实中国画

的表现力,创造出具有当代性的中国画来.要做到这些我们首先要做

到的就是更新观念。我们要在创作观念创新的同时来带动技法与材

料的创新。就拿我国史上所流传下来的传统风格的工笔重彩画来

说，如果只是单纯的从画材和技法上做改动是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

变化的。因此，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获得成效的话，首先就是要进

行创作思维的更新，只有观念转变了，我们才能够做出新的东西，

才能够有所突破。放眼整个历史，但凡优秀的作品必然都是于时俱

进的、都是当时最真实、生动的表现。所以必需有新的时代审美观

念，才会出现新风貌的现代重彩画。我认为好的作品首先应该包含

有四个方面：（1）好的创作意图；（2）巧妙的构图；（3）独到的技

法；与前三点相契合的（4）恰当的材料。这四个方面是有顺序的，

也就是说“好的创作意图”是在最先的，是一切的基础，接下来依

次类推。这四点又一定要是能够有机地相结合的，但不能将四者的

关系颠倒。但是往往在创作作品本身的过程当中，有时会不自觉的

过分夸大了“独到的技法”与“恰当的材料”的重要性，这点在重

彩画中体现的犹为普遍，因为重彩画的创作过程相对较长，因为它

还含有制作的成分在内，这样就更容易会夸大了这两个方面。所以，

我们应该随时提醒自己“好的创作意图”是目的，而“独到的技法

与恰当的材料”只是手段。“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不能颠倒

的。 

当我们再次回故传统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画的历史上不是只

有水墨一家的，并非一直都是黑白色充斥着我国古代绘画史的。其

实重彩画是先于水墨画之前出现的。只是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

及社会现实，对水墨画极大的提倡促使了文人水墨的蓬勃发展，因

此而使得重彩画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甚至被贬低为是“艳俗”、

“匠气之作”而不知不觉之间就处于了和水墨画相对立的位置。七

十年代以来，随着我们现代的生活环境的转变，我们的社会现状发

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现下的对于文化的理想以及追求还包括对于

艺术的理解也产生了相当大的转变。单从中国画这块来论述，我国

传统水墨画独霸国画画坛的现象已经不再存在了，而现代重彩画的

复苏，我们则可以将其定义为中国画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

方法之一。这种新的现象的产生绝对不是对我国水墨画的否定，也

更不会是另一种形式下的古典重彩画的重复，而是站在一个全新的

视角来重新判断和归纳这种现象，它是一次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来立足于当代对本土艺术的一次全方位的感悟。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吸收运用传统绘画乃至西方绘画中其他的表现形式却又不丢

失中国画在水墨精神中昭显的民族的、文化的、人生的意义，应当

是进行重彩画实践的中国画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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