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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彩的肌理效果及其表现性探索

周思彤

成都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国画系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系列作品《旧居》在创作过程中持续地探索岩彩与水溶色之间的融合路径，及促进不同肌理效果的渗透式应用，

充分地展现出创作者对传统与现代绘画材料的深刻理解与大胆尝试。作品弃除了传统重彩画的鲜艳色彩，倾向于应用低纯度、

微妙变化的色彩，以更好地适应整体情感的表达。在技法方面，综合运用了“撞水法”“湿画法”和“撞粉法”，使画面

色彩自然流动，增强了视觉的层次感和生动性。借鉴了西方绘画的色彩观念和现代构成元素，使作品充分地显现出了独特

的艺术风格与深邃的情感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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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彩肌理效果的概述

（一）岩彩的概念

岩彩还被叫做岩彩或石色，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绘画用

材料，其由多种天然矿物石经精细研磨加工制成的粉末颜

料。在东西方的早期绘画艺术领域内，这种颜料占据着核心

地位，广泛用于描绘多种事物，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价值不菲

的古代绘画遗产 [1]。

国画发展演进的历程是漫长的，经千百年的岁月洗礼

依然经久不衰，矿物色在壁画和工笔画作品创作中均有宽泛

的应用。比如，著名唐代画家张彦远在撰写《历代名画记》

时较为详尽地叙述了重彩画颜料的使用状况。《历代名画记》

这部作品内提及的矿物石色包括石青、石绿、朱砂等，并且

还较为深入地研读了相关胶质材料的类型、来源和产地等内

容，并提炼出了“炼煎并为重彩”这一观点，直接确立了重

彩画的独特地位。 

在当代艺术界，“岩彩画”一般被看成是工笔重彩画

派的一个特殊衍生类别。这种绘画技法最大的特点是倾向于

运用宣纸、棉布、木板、墙面等诸多材质作为画面的基底。

在创作实践中，艺术家热衷于使用各种天然矿物颜料，并且

根据创作寓意配以金、银等作为金属类着色材料，按照一定

比例添加动物胶以强化颜料的附着力和稳定程度。通过这种

独特的绘画方法，岩彩画能够呈现出丰富的质感和深邃的色

彩效果，为传统工笔重彩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表现形式。但

若把岩彩画简单归类到工笔重彩画的范围内，可能忽略了它

独特的技法和材料特性。且以上这种分类方式可能缺乏足够

多的科学依据做支撑，这主要是因为其更多地是在色彩和材

料运用上工笔重彩画作出一定贡献，两者并不是完全的从属

关系。岩彩作为一种绘画材料，能使重彩绘画的色彩和表现

手法更加丰富，其不仅有效地补充了现代重彩绘画的色域，

还强化了其表现力。

（二）岩彩在不同载体上呈现出的肌理效果

采用岩彩进行创作时，载体的选择应用是重点。第一，

经比对选择质感细腻的绢纸材料，以及墨韵层次多样化的生

宣，用来创作工笔淡彩画的熟宣纸。可以在胶矾表面上沾染

胶矾，具备水不渗化的特性。分析到岩彩矿物色的附着成

色效果特别，故而最后决定选用介于如上几种材料之间的皮

纸，和宣纸相比较这种纸质的粗糙度略大，纸张纹理特别，

具备较好的韧性 [2]。

在选择载体过程中试验了如下几种肌理效果：

图 1  《旧居 NO.3》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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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展现出的是一种由不同粒径大小的矿物颜料作用

生成的肌理效果。其最大的特点是矿物颗粒在画面上实现了

交错成色，即纤细矿物色经过反复冲洗后聚集在纸张底层，

较粗的颗粒则交错分布在细颗粒中，但相对而言是浮于纸面

的表层上。以上这种处理技法不仅让不同颜色的矿物颜料在

视觉层面上形成了对立，且还在在整体上达产生了谐统一的

肌理效果。

二、岩彩与水溶色的融合

（一）矿物色与水溶色的融合

水溶性颜料在绘画领域还有水溶色这一别名，传统水色

是由花青、藤黄等天然植物内提取出来的。在传统的工笔画

中，水溶色的应用有淡彩和重彩两种风格，前者倾向于采用

水溶性颜料进行创作，且一般运用“三矾九染”的染色技巧，

使画面色彩展现出一种层次丰富且色彩浓重的视觉效果。伴

随着全球绘画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进程，水溶色逐渐被用于西

方和日本绘画领域。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矿物色和水溶色的结合运用可以

追溯到唐代。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均达到鼎盛时

期，重彩画和岩彩画繁荣发展。矿物颜料及植物颜料在绘画

领域内均获得了广泛应用，创作了大量的石窟和庙宇壁画。

为了吸引更多信徒并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绘画在形与色

两个层面均作出了很多创新。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

之间做对比分析，唐代壁画的色彩应用更体现出了鲜艳和生

动特征。非闇在《中国画颜色的研究》内写道““例如蓝靛

合朱成为紫色，槐花合石绿成为嫩绿色等 [3]。”当时期已经

出现了混用不同颜料进行调色、设色的行为，这预示着在当

时期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的调和技术水平已达到了较高层

面。另外，交互使用基于化学方法炼制成的铅粉、黄丹等颜

料，及外来的藤黄、紫铆等，能够进一步增加色彩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

（二）融合应用的技法分析

借鉴东西方绘画艺术领域内的“调和”理论，笔者在

作画过程中对于“三矾九染”或“薄中积染”等设色技法并

没有持有“拿来主义”的态度，而是另辟蹊径，对“湿画法”、

“撞水法”及“撞粉法”等新式技法可谓是颇为喜爱，借助

水的流动特性实现自然渗透，创造出极富层次性的视觉效

果，不仅生成美轮美奂的轮廓线，还使颜色过渡十分自然。

在以上绘画技法的协助下，能使色块显现出流动感与随机的

生动改变，使得整个画面更加自然灵动。以上这样的处理方

式能够更充分地显现出画面内线条与色彩之间的关系，使线

色彩造型语言更富有表现张力。

在颜料的选择问题上，分为主要有水溶色和矿物色之

分，先谈水溶色，在绘画材料选择上十分用心，笔者选用了

中国画和日本画创作中广泛应用的管状颜料。中国画管状颜

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遇水即溶解，这一特性直接增加了调色

的便捷度。这些颜料的颜色分类和中国传统的色彩分类法别

无二致，呈现出了富有深沉与稳重双重特点的质感。因为颜

料内添加的胶质比例较高，一方面有利于增强颜料的粘稠

度，另一方面也使调和与上色过程更具流畅性、均匀性。相

比之下，日本画颜料以块状颜料较为常见，实际使用时要用

毛笔兑水进行调和以实现取色，形成的最后颜料可能会产生

轻盈和飘逸的视觉效果。日本画颜料的色阶有多样性特征，

颜色种类丰富及色调区别十分细腻，这直接给艺术家们提供

了广阔的色彩选择空间，进而更好地满足差异化的创作需求

和表现手法，这有助于填充管状国画颜料的“空缺”。对于

矿物色，笔者在创作过程中运用的是天然矿石制造所得的颗

粒样颜料，颗粒分级显著，从细碎的粉末状到粗颗粒状，可

谓是应有尽有，为了促进水溶色的交融使用，笔者倾向于运

用细颗粒及粉末状矿物颜料，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确保色彩

的自然过渡，还使整幅作品更有层次感。

三、在具体创作中探索分析岩彩的肌理表现

（一）选择适宜的创作主题

笔者在作画时拓展中国画的“境”作为主题思路，中

国古代艺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

想对创作主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天人合一”被视为个体

生命旅程中抵达的的最高境界，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理论

对现代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创作者以画面为

载体或多或少地诠释出了本我世界。笔者在创作过程中也注

重领悟“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涵，努力在作品内营造出一种

“境”——梦境，梦境内巧妙地融合了各种元素，挖掘了真

实物理世界内人们肉眼可内的格局，画面内人与事物呈现出

交织生长的状态，画面内的所有均富有较强的生命力，呈现

出一种超脱现实的梦境。

在创作在《旧居》系列作品过程中，笔者运用了一种

居中的构图形式，各幅画面内均只有一座房屋，个别矗立几

棵树或营造远景，部分甚至是完全空白。这些房屋并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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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建筑，展现出的是欧美近现代别墅风格的建筑。众所周

知，房屋是个体生存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不单单是

遮风挡雨的庇护所，也是“家”的象征。在系列作品内，房

屋自身是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元素，可以江其理解成“家”

或“归宿”。但本人勾画出的《旧居》系列作品似乎流露出

一种寂静之感，这和自身居住功能延伸出的温馨和热闹之间

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宗旨在于表述一种矛盾和对比感。

（二）借鉴西方绘画色彩观念和现代构成元素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东西方文化之间进行了激烈的碰

撞与深入融合。西方绘画领域中形成的经典色彩体系、绘画

理念和色彩表达方式等均陆续引入中国，且在创作实践中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直接瓦解了当代工笔重彩画在色彩应用

上的传统观念，不再过度依赖传统装饰性色彩及固有颜色。 

现代工笔重彩画在整体色调的掌控与对比色应用层面上均

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意识，这一方面增加了画面色彩的

丰富性，另一方面也促进画面更有效地阐述深邃的情感，使

工笔重彩画展现出了全新的生命力与别具一致的艺术魅力。

笔者在深入学习与研读西方色彩观念的基础上，逐渐

将其渗透至绘画过程中，在西方绘画色彩体系的影响下，《旧

居》系列作品运用了低纯度、富有变化的色彩，通过这种方

式更好地适应情感的表达需求。《旧居》追求营造和谐统一

的氛围，这就需要依托以上氛围去显现出来。于被遗弃的“小

洋房”直接地促进了作品灵感的迸发，这些建筑可能因常年

失修而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或杂草丛生，或在大雪纷飞场

景内荒废，尽管它们拥有独特的固有色彩，但在画面内和自

然环境交融在一起，或只是若隐若现 [4]。

关于系列作品《旧居》的整体性问题，对色彩进行适

度处理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对其内单幅作品而言也会作出

区别化处理，N0.3 创作时勇敢地使用了对比色，使画面显

现出强烈的挣脱感，N0.5 的主题物完全隐匿在画面中，颜

色丰富多样且不乏统一性。

（三）岩彩在设色效果上的拓展应用

唐勇力在创作《卖炭翁》时运用了自创“脱落法”和“虚

染法”，进而使政府画面浑然一体，其对应的肌理效果呈现

出了一种仿古斑驳般的朦胧感，使画面更有氛围感。

笔者在创作《旧居》系列作品时，尝试运用多种肌理

效果与设色技法。作品主要是基于矿物色与水溶色的整合设

色来完成，其中矿物色对画面整体艺术效果产生的影响是深

刻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由矿物色创造的肌

理效果有助于增强画面的质感和观赏性。通过逐层叠加矿物

色颗粒感，生成了富有变化的肌理效果，一方面使画面内容

更加充分，另一方面还给观众提供了远观和近观时差异化的

视觉体验。第二，矿物色本体多样的色彩是其他颜料无法媲

美的。因为矿物色取自天然矿石，其颜色的质感与化学合成

颜料有很大差异，能使画面有更显著的自然和通透之感。第

三，运用“撞水撞粉法”促进水溶色与矿物色的深度结合，

使矿物色的色块显现出流动感与富有随机性的生动改变。这

种技法使整幅画面更加自然，线色的造型语言更具生动性。

结束语：

系列作品《旧居》是笔者对传统工笔重彩画的一次勇

敢创新和尝试。通过整合岩彩和水溶色，及探索分析不同肌

理效果的艺术效果，作品不仅在视觉上呈现出丰富的层次和

深度，而且在情感上也传达了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和对“家”

的特殊思考。这些作品不仅是作者个人艺术探索的成果，也

是对传统绘画材料和技法的一次有意义的拓展，为当代工笔

重彩画的发展提供了新颖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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