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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谈水墨人物画的造型与笔墨语言  
◆赵  轩 

（湖北美术学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205） 

 
现代的写意人物，笔墨有着很高的地位。笔墨的重要性是其

他语言无法比拟的。写意人物画中，笔墨可以传情达意，也可以
塑造形象。现代写意人物运用传统技法的元素去表现画面塑造人
物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研究尝试。技法上逐渐形成了自
己特有的符号语言。不管当代还是传统，技法和造型始终都是写
意人物的不可回避的话题。 

造型，是绘画的基础，绘画如果离开了对形的理解把握，那
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传统绘画是在一般绘画造型
形式的基础上，还具有其特有的鲜明特征，比如审美、传统文化
相结合、哲学思想等。造型是绘画最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
长期以往都必须重视的问题。传统的写意人物追求的是以“线”
造型，讲究“书画同源”，毛笔作为写意绘画的工具，也是作为
以线造型的载体，写意画继承创新千百年来依旧沿用了传统的以
线造型的模式，线贯穿于写意画的始终。线的造型特点被看做中
国画特有的造型手法，线可以在形体上发挥主观意识，而且线本
身还有节奏感，动感。传统写意人物画讲究意象造型，意象造型
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它不是写实主义的再现事物，也不是“无
形”的抽象表现。他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是客观存在，也是主
观臆造，它所表现得是艺术家精神的提炼。“形神论”作为意象
造型的定义，一直引导着中国绘画的造型。在传统水墨画形成初
期，那时候的造型还是模仿事物形态，像汉字一样追求形似，后
来脱离了文字之后，写实变成了传统绘画的最高境界。随着艺术
的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也不断提升。顾恺之提出了神似，
神似是在形似的基础上加入艺术家的个人情感，突出人物的神情
状态。顾恺之的传神论对后世绘画产生巨大的影响。写意人物画
发展到了宋朝，作品突出表现画家的个人情感，不追求造型的绝
对准确，把关注点放在刻画人物的神情动态上，随着士大夫写意
画的兴起，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进入了无限循环的死胡同。一直到
近代时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再一次对传统造型有了新的
认知体会。二十世纪初，传统的写意画学习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绘
画艺术。因此，写意人物画的造型也开始沿用了其具象的造型艺
术。这种造型体系提倡人物写生的训练。创作题材素材于生活，
表现现实当下的社会生活为主。水墨人物画要重视人物造型，否
则笔墨无从谈起。根据历朝历代画家们的实践道路可以看出水墨
人物画需要重视人物的造型。提高造型能力可以通过写生来完
成，因为造型方法是一种可以掌握的客观规律，所以想要提高水
墨人物的造型能力，需要通过最基本的具象造型逐渐往意象造型
的转变。齐白石先生曾讲到：“凡大家作画，要胸中现有所见之
物，然后笔下有神。”“所画非所见，形似未真，何况传神？”“要
写生而而复写意，写意而复写生，方能形神具见，非偶然得也。” 

笔墨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是国画的灵魂，同时也作为判断
一幅作品好坏的依据。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兴起，代表画家有
曹不兴，顾恺之。这个时期按技法分为写意和工笔，唐代主要以
工笔画为主，工笔人物画发展到唐朝达到了中国人物画的最高境
界。写意人物画也是从唐代开始兴起，发展到南宋时期，著名画
家梁楷开创了水墨人物大写意的先河。当代笔墨语言依然沿袭传
统的笔墨特征。也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从笔墨语言上来说，
有些艺术家在探索墨的表现力，发展了当代水墨、实验水墨、抽
象水墨。以都市水墨为例，田黎明先生的写意人物，依然沿用以
线造型的特点，淡雅的线条与填色，整幅画面和谐统一。有的艺
术家在用笔当年做了新的尝试，周京新先生摆脱了传统的中锋侧
锋的用笔，用笔更加灵活，在他的绘画中可以看到有规律无规律
排列线条与墨的干湿浓淡组合画面。现代写意人物的笔墨技法与
传统技法相同，都是时代的产物，现代写意人物画呈现出多元化
的特征，风格技法也变的多样化，笔墨语言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
活。 

笔墨语言是依附在造型上的，没有造型笔墨语言就是一个空
架子，并没有实质的意义。而造型又要靠笔墨语言去表现，只有
依靠合适的笔墨语言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因此，造型和笔墨语
言之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水墨人物画中的笔墨语言和其他绘画
使用技法一样，都是通过艺术家不断探索实验，积累而来的主观
的笔墨技法。笔墨语言是艺术家主观的表现，而造型确实根据客
观事物出发，本该是主客观矛盾的，可笔墨语言作为水墨人物画
最基础的语言。不管是写实水墨还是抽象水墨，技法的变化都要
建立在人物造型的基础上。笔墨不能脱离原本的形象而单独存
在。对于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语言之间相互融合经历了漫长
的过程，当代的艺术家也重新解读了造型与笔墨的关系，更加注
重个人感受，表达自身的情感。作品更加具有时代特征和个性化
的笔墨技法，促使水墨人物画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对于水墨人物的研究学习上，要真正的走进生活，表现生活，
要善于对传统的吸取和转换，多思考多感受，总结归纳具有代表
性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只有鲜活的人物形象才能更好的打动人
心。也要开拓笔墨语言更多的可能性，多尝试，增加创新精神，
增强笔墨语言的时代性。不管是追求写实的还是抽象的形象表
现，都会有与之匹配的笔墨语言，它会随着造型的改变而改变。
遵循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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