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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黄宾虹山水画用墨研究 
◆蒋正永 

（云南工商学院  云南昆明  651701） 

 
摘要：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山水画是其中一种瑰宝。对于山水画的

笔墨技术来说更是运用了大量的技巧将水、墨在纸张上进行铺画。而黄

宾虹是我国国画大师，他的山水画用墨技巧使得其画作在我国国画发展

的历史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就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用墨技巧

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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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先生名质，字朴存，浙江金华人。黄宾虹先生在山水
画领域的地位更是被公认的巨匠。黄宾虹先生在中国绘画界的地
位人所共知。他的画作对于国画来说，可以说是精神灵魂一般的
存在。在黄宾虹的画作中，其山水画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厚重、
华滋、浑朴、苍键。而能够运用水墨给大家呈现出这种视觉感里
布开黄宾虹先生的水墨画技巧。在其水墨画技巧中不得不提的积
墨法更是给其画作的艺术效果增添了韵味。黄宾虹的画作追求的
是“黑、厚、浓、密”，对于这种艺术效果的表现离不开积墨法
的娴熟运用。 

“积墨法”顾名思义，层层加墨。对于积墨法这种画法却也
不是按照简单的固定步骤进行艺术创作。积墨法的运用不同的画
家在运用的过程往往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在作画的过程中，
画家的笔法、浓淡效果以及干湿程度等，都会对画作产生影响，
进一步致使绘画风格变化。 

一、黄宾虹山水画中寂寞法应用特点 
1.将山水画的“黑、厚、浓、密”的特点与其内在美相结合 
黄宾虹先生早期的作品大多受到清“四王”的影响，呈现出

仿古以及甜俗萎靡之风。后来，黄宾虹先生一改其早期作品的风
格，将山水画的风格转变成了雄浑大气的格局，并开创了山水画
的新时代。到了黄宾虹先生晚年的作品时期，其作品多运用水墨
进行层层叠加，将自然山水的变换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黄宾虹先
生这种水墨艺术表现形式离不开积墨法的运用。黄宾虹先生自己
对自己的画作进行总结，将“五笔七墨”理论也进行了总结。黄
宾虹先生将其山水画创作与积墨法进行联系，将其山水画进行了
变革 终形成了其晚期的作品风格。外界对于黄宾虹先生的评价
也是极高。李可染评价说：黄宾虹先生为了能够将祖国山河的浑
厚华茂都呈现出来，在墨法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将传统的墨
法进行反复的创新，将一张画画上七八遍甚至数十遍不止。 

2.黄宾虹积墨法独特之处是积线成面 
从黄宾虹先生的作品《焦墨山水图轴》来看，在这幅作品中，

黄宾虹先生并没有使用大面积的水墨画法，而是利用线和点进行
整个图面的绘制。黄宾虹先生利用线与点的书迷排布以及叠加使
得其心中的画作呈现于纸上。因此，黄宾虹先生的作品中“墨块”
是通过线的一层层叠加而得到的；画中的远景也是通过线的层层
叠加而来。对于黄宾虹先生的画作中的山水更是如此，都是利用
笔墨一笔笔写出来的，没有大面积的涂抹。 

3.用积累之道将其绘画精髓“五笔七墨”综合应用，浑然一
体 

正所谓“五笔”，就是“平、圆、留、重、变”，此为五笔。
“平”指作画时用笔姿势以及用力情况十分均 。“圆”则是指
收笔，圆而有序，行云流水。“留”即在作画中不留下漏痕，慢
慢来，循序渐进积点成线。“重”则指落笔稳重。“变”则是指作
画时用笔要根据所画对象的不同进行变通，不单单只运用一种笔
法进行创作。所谓“七墨”就是“浓墨法、淡墨法、破墨法、泼
墨法、积墨法、焦墨法、宿墨法”。“浓墨法”在运用时墨色浓重，
墨黑且有光泽，如同小孩子的目光精湛。“淡墨法”则便显出平
淡天真的感觉，将画面变现出“干裂秋风，润含秋雨”的感觉。 

二、黄宾虹积墨法形成以及其转变 
1.从“白”到“黑”的转变 
对于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作可以进行三个时期的划分。首先

是先生 50 岁以前。黄宾虹先生在 50 岁以前临古，从五代的董到
宋代的李、马等再到元代的黄、倪，然后是清代的龚贤、石涛等。
黄宾虹先生受到董氏一派的影响，追求笔笔分明、画风清新精美，
新安画派对其影响十分深远。黄宾虹先生 50 岁以后游历祖国的
山川湖泊，进行写生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先生将前期所学知识
与秀美风景进行联系结合，创作出了万余张稿件。在其 69 岁左
右，游历巴蜀山水之时，“青城坐雨”和“瞿塘夜游”更是成为
了黄宾虹先生的画作风格转变的契机。 

2.黄宾虹对积墨法应用形成关键在书法用笔 
黄宾虹先生认为，在中国山水画中，墨的浓淡是由笔来控制

的。通过下笔时，用笔的力度深浅对墨进行控制。“笔”在书画
创作中一直是主导地位。黄宾虹先生认为，不重视笔墨就是我国
中华民族的精神的一种丧失。在黄宾虹先生的书法中用笔中点与
线是其作品中的魅力所在。 

在黄宾虹先生与众不同的对笔法的见解中，他阐述了山水画
的用笔要旨。在黄宾虹先生传授给李可染的画作中《画法简言隅
举》中就可以看出黄宾虹先生的书法入画的形成。通过对物象的
反复勾勒，进行塑造，利用染色进行反反复复的叠加，将大大小
小、长短不齐的线条以及苔点等进行反复数十遍，累加完成，在
其画作中几乎是没有任何横扫的笔触。黄宾虹先生的笔法贵在遒
练；在屋漏痕、古藤、坠石等物象的创作中，笔法均多变。在书
法中，对于笔的用法更一波三折。黄宾虹先生还说过，太极图是
书画练笔的秘诀，向左为勒，向右为勾。进行此种方式的练笔有
着极大的妙处。 

三、黄宾虹山水的影响 
1.黄宾虹在中国山水画历史上的重大意义。 
在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中，黄宾虹先生是重振中国山水画的关

键性人物。在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中，将中国山水的大气刚硬的时
代带入其中，开始了新的中国山水画时代。黄宾虹先生将中国山
水画此前的清代四王所形成的萎靡状态一举打破，将大气刚硬的
画风带入中国山水画中。在黄宾虹先生的画作中，不仅仅是将那
种大气刚硬的停留在画作表面，在画的更深层次中有着一种内在
美，一种坚毅的感觉油然而生。 

2.对中国绘画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中国千年来的文化中，绘画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但是，

对于绘画历史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没有人进行。1913 年，黄宾
虹先生与邓实一起合编了规模巨大的《美术丛书》，在美术界的
历史中也是一部美术论述的大成之作。黄宾虹先生在绘画史方面
的研究方法以及黄宾虹先生的学术观点，对中国山水画以及中国
美术史来说都具有十分巨大的价值。对于黄宾虹先生的中国山水
画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中国画的杰出代表的重要研究。 

结束语： 
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用墨技巧主要在于其对积墨法的运用。

先生将积墨法进行反复的练习，将积墨法运用娴熟。在创作的过
程中更是积点成线，积线成面。在画面中几乎没有大面积的墨色
进行渲染或平铺。黄宾虹先生还将书法中的运笔技巧融入到山水
画的创作中，不仅是对画作的突破，同时也是中国绘画界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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