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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色彩论在当代工笔画创作中的应用
魏翔宇

鲁迅美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0

摘　要：时代的不断更迭也影响着当代工笔画色彩的发展，所以色彩的时代性非常明显。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去画廊和美

展去看自己喜欢的作品，而当我们去展厅观看一幅绘画作品的时候，最先吸引我们眼球的就是色彩，色彩给我们的感受往往

是最为直接的，所以一幅画中，色彩就是最触动人心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来研究和探索当代工笔画色

彩，使当代工笔画色彩充满新鲜的生命力，并始终保持中国独特的色彩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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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工笔画的发展更多加入了物象之
间色彩的关系，包括对客观物象的主观处理，更多的是从个
人感受出发，用色彩表现情感。而色彩的理论知识需要和实
践创作的结合。因此，将理论与创作衔接，让色彩理论的表
现构成画面语言，将色彩与工笔画的影响和在创作的运用是
本文探索的方向。

一、工笔画创作中色彩理论的重要性
美术史论家陈传席说过这样一段话：“写意画的灵性在于

用笔，工笔画的灵性在于用色。”这句话说出了工笔画中色彩
的重要性，而且，导师在我们创作的时候，也是时常强调，
一幅好的作品创作素材，尤其是工笔画中造型、构图以及色
彩缺一不可。所以，我的每一幅作品都做了小色稿，然后从
中对比挑选出最佳的一幅色稿来进行创作。做小色稿的时候
可以用电脑制作，也可以用打印纸打印出来做，我一般用打
印纸来做，因为电脑调出来的颜色很微妙，一般在绘制的过
程中不容易调出来，后期上色中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偏离。

经过研究生阶段的创作学习，我发现色彩在画面中的表
现真的是很非常的重要。或许有的人会觉得，只要我造型准
确，色彩弱一点都是无所谓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 我们
欣赏一幅画的时候，首先吸引我们的不就是色彩吗 ? 如果，
色彩表达的不好，还有人会驻足观看吗 ? 大众都是被美丽的
事物所吸引的，艺术也不例外。而色彩作为艺术表现得方式，
更是尤为的重要。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西方的色彩，比如莫兰
迪，他多使用纯度较低的色彩，在每一个色度里都添加了一
点灰度，制造出一种高级灰调的视觉平衡感，让原本鲜艳明
亮的高饱和度变得舒缓雅致、清新、高贵、安静，再通过几
种相近莫兰迪色调的叠加创造出多层次的高级质感和温柔氛
围，使这种灰色调更加纯洁清澈，不仅没使色彩关系显得单
一，还形成了微妙而丰富的色彩效果，借以达到抚慰观者精
神和心灵的视觉语言。还有莫奈，他打破了固有色对物体的
限定，突破了传统的褐色调子，采用鲜明的笔触和颜色直接
描绘阳光下的物象，强化了色彩因素，淡化了物体的体积感，
让色彩更加的明快、饱满、浓郁，使色调与色彩搭配的恰到
好处，画面相辅相成。

这些都是可以学习运用到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当中。认识
到这些之后，在创作的时候我更加的注重色彩的重要性，这
个认知也让我在画正稿的时候首先要做好几张小色稿，来确
定整幅画的色。

二、色彩论在当代工笔画创作中的应用
在优秀的工笔画作品中，总能找到用色彩理论表现画面

色彩关系的画作。例如著名工笔人物画家陈孟听所作《暖月
亮》，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便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并深刻的感受到了画面所呈现的意境。画中描绘了林间
劳作的当地人，以及倒影斑驳的湖面，惬意自由的水鸭，包

括各种繁密的植物，浑然天成，好一幅自然景象的描绘。我
喜欢这幅画的原因不仅是作者从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提取素
材从而创作的唯美景象，更是画面呈现出的色彩带给我的强
烈视觉震撼。真可谓远看与众不同，近看变换丰富，甚是耐
人寻味。他的画色彩运用大胆，主观地把握画面整体色调，
主体颜色突出而整体，作者在依据色彩理论的基础上，主观
创造了独特的色彩，在大色调统一的基础上，有一些亮色和
石色的加入，使画面生动欢快，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梦幻意
境。这幅作品把大视野的景象绘入其中，将自然景观与自身
人文融合在一起，流露出作者对生命与大自然的热爱。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崇尚的是和谐典雅。最初提出的有
关色彩构成理论，由西方提出，当时中国并没有明确的关于
色彩的理论文字表述，后引入中国被广泛使用于绘画和设计
方面，是很受重视的一门色彩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借鉴引
入了中国画创作中，这并不冲突，中国传统绘画虽不讲色彩
构成，但是它却一直存在，一直隐含其中的。

比如，传统色彩观最早是以南朝谢赫《六法论》中提出
的“随类赋彩”为主导的，并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美学
理念、审美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随类赋彩”到现今
有众多文献论述，简要来说一点，即：“随类”二字，表面意
思为随着或顺从物体种类的不同施以不同色彩，诚然不能浅
显的这样理解。“随”字包含着画者对描绘物体色彩的主观
性。“类”字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描绘物体的固有色。“赋彩”
包含着施色的方式方法，是可根据画家的主观思维改变的，
使得绘画的色彩充满灵性与意境，在创作过程中也是画家的
情感、诗意的表达。在西方色彩的表现中，更多的是对客观
物象的再现描绘，表现光与自然环境的色彩表达，而在传统
工笔画中，对光的色彩运用很少。当代工笔画作品中，就借
鉴了西画的光感的表现，以及色彩理论中的构成因素，包括
对画面颜色块面大小、疏密、多少的关系，以及各种对比色、
邻近色的使用，都是对色彩的重组和创造。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工笔画创作对色彩构成的运用，弥补了

传统绘画中色彩种类略单薄的一面，使当代工笔画创作的画
面出现了新鲜的色彩，使整体更加生动。色彩理论在工笔画
中的运用，加强了画面的空间感和视觉效果，顺应了时代的
发展以及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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