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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的个性独特化是写生的最高境界
丁筱芳

写生是画家学艺和创作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课题，上海中国画院作为中国
画创作的专业单位， 强调写生是有传统
的，当年程十发、陆俨少、唐云等老一代画
师都热衷写生， 画了大量精彩的写生作
品，留下许多珍贵的写生事例。

画院一直倡导写生， 曾专门组织画
师进行写生活动， 坚持了多年。 几年间
我足足画完了20多本速写本， 有几千幅
之多， 时常拿出来看看十分惊喜， 欣慰
能坚持几年的写生速写。 刚开始速写与
之后相比， 进步明显， 收获颇大。 这些
写生训练对我的中国画人物创作促进很
大， 提高了我的造型能力， 提升了我对
人物绘画的表现深度和力度， 扩展了创
作的掌控能力。

写生速写我喜欢用钢笔。钢笔的特点
需要落笔肯定，不宜涂改，笔笔见形。当然
这也是它的局限， 但如果你用惯并掌握
它，自然能养成作画时处处落笔肯定快捷
的习惯。

写生速写画人体，首先要观察其人体
的姿态大势，把握形态的主要结构，然后
着重理解其造型结构之间的关联，表现好
局部结构关联的形状转折，避免过多琐碎
的结构刻画，要始终注意人体动态外形的
轮廓节奏，表达出写生对象造型的气质特
征，不仅写出对象之形貌，更需要传其内
涵之神气， 有形有色才是一幅好的速写。
写生画到一定熟练程度，就要更多注重对

象内在精神的描绘，着力表现自己的主观
判断与情感体验，捕捉那瞬间使你一颤的
感悟。

只有通过大量的写生速写，进一步不
断了解和掌握人体规律性的结构关系，再
来寻找自己的绘画表现方法，才能逐渐从
客观的观察到主观的思考，探寻属于自己
的造型表现语言，形成自己独特的写生表
现艺术风格。这个阶段的写生才变得有意
思。

是运用写实的手法还是变形的表现
方法写生？ 哪个更好？ 其实这不重要。 关
键是你所表现的对象造型结构要有其依
据或道理， 写实的表现方式呈现客观多
点，但也要有趣味；变形表达方式以主观
呈现为主，但也要讲究合理。

有时候看名画家施大畏用6B铅笔画
人体速写， 有时还会用橡皮反复修正，
我很好奇。 凭他的造型能力可以随便默
写出人体姿态， 还需要用橡皮反复修改
吗？ 他认为写生的对象人体造型大致相
同， 但个体还有许多微妙的差别， 画家
就是要去不断地寻找那千变万化的个体
特性， 我想他是在深入的观察和抓捕对
象的本质， 不断提升写生表现力的深度
和高度。 名画家韩硕在写生中同样有着
一丝不苟的习惯； 名画家杨正新则认为
写生中对象只是一种参考， 全凭主观理
解， 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画个开心， 沉浸
在自己的主观表现语境中。他们的写生方

法都是认真且合理的。
写生与创作是有直接关联的，写生和

速写既可以成为独立的作品，又可以发展
成大的创作作品。我画了一系列水墨人体
作品，大都是从我的写生速写中而来。 施
大畏、杨正新许多大创作中都有不少写生
的影子， 写生为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质
朴的素材，这可谓写生中有创作，创作中
有写生。

写生要更多地走向户外， 亲近大自
然，体验新的生活。 户外的写生体验能使
你心胸开阔，激情澎湃，从而不断激发画
家的艺术遐想与创作冲动。户外写生能更
多直接感受大自然朴实与鲜活的东西，激
发画家的创作欲望。户外写生往往会使画
家在有限的时间里，集中精力瞬间捕捉和
概括描绘写生对象，所以写生作品比较生
动和鲜活。

写生确实是提高绘画基本功的重要
途径，也是创作搜集素材的重要方法。 过
去数码相机还未普及之时，写生是画家收
集创作素材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当下数
码相机广泛普及与运用，网络图像传播便
捷广泛， 原来写生的途径与功能逐渐弱
化，许多画家不太重视写生了，其实写生
对于画家永远是重要的，绘画功力的训练
对于画家而言是伴其一生的，就如同歌唱
家每天都需要练声一样，练武之人需要保
持常久足够的体能储备一样。

我个人理解，写生中的“生”有“陌生

和生命”的意思，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去探
索， 寻找大自然与生命世界中的真善美。
通过大量写生实践来开拓视野，体察生活
中感人的事和物，不断激发和挖掘你的艺
术情感、艺术能力。

我把户外写生当作现场创作一样，尽
量每张画得完整，有时同样的场景和对象
会反复画。 这次到贵州大方山区写生，画
了些人物与山水写生， 画出了新的感觉。
几幅田园山景颇有新意， 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是有感而发，落笔成形。

有一次我与一位油画家在山村画人
物写生， 油画写生较国画写生慢。 我说：
“油画写生在短的时间内很难画成一幅深
入完整的作品”， 这位油画家说，“我主要
用色块感觉来表现对象， 不可能画得很
细，但是现场写生的色调明快性在室内是
很难画出来的”。我想，他主要是在体验山
区环境气氛中写生人物的真实感受，追求
触景生情的色彩和笔触。这次在贵州山区
写生，一路览山观云，行车途中我在回顾
许多古今山水大家的绘画风格，不断在思
考揣摩怎么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我认为写生不能照着对象刻板描绘，一定
是要有主观性的选择与取舍，运用自己的
艺术视角来观察，充分发挥自己个性独特
的表现力。写生的个性独特化是写生的最
高境界。

（作者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上海中国
画院画师）

写生是将古人的书卷之气与鲜活的自然气息相融合
汪家芳

中国画的写生到文人画有了完整的
说法， 就是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写
生就是将书卷气与自然的生动气息融合。
古人作画与现代画家作画不同， 他们作
画有着山水环境， 每日对着山水可居、
可游、 可画。 所以， 黄公望称写生之法
“在乎随机应变”。 古代印刷术不发达，
只有那些富收藏的画家可能看到真迹，
而有才气的画家便是在每日的山居中写
生山水。 黄公望提出“随机应变”，就是对
张彦远“六法”中“气韵生动”的延伸，更是
对“气韵生动”的新解。 他们在这样的创作
环境中， 不但归纳出一整套的 “写山水
诀”， 更有一整套的创作原则， 归于一个
“理”字。 所以，黄公望讲“作画只有一个
‘理’字最要紧”，“良工善得丹青理”，“理”
不“善”不能算“良工”。 怎么才能成为良
工，可从写生中获得。 所以，中国到了明朝
以后， 画家不甘心在画斋里静幽作画。
当时的文学界也出现了性灵的小品， 什
么叫性灵， 在中国画中就是将自己的感
受直抒胸臆表达出来， 将自然中最展现
水墨本质的灵动表现出来， 这样就把写
生这篇文章做活了。

山水画在中国画史上为什么高于人
物画， 而且得到了文人的崇尚， 除去历
史原因， 是山水更能展现文人的心境。
中国艺术从晋唐的时候， 把自然的景色

与艺术家的心境融合在一起， 当时就倡
导艺术家走出画斋。 到山林、 竹林中，
就是寄情自然， 艺术直接源于生活。 所
以什么叫写生， 在中国画里是以书法来
写， 将书法引申到自然的山水和花草的
生机勃勃的生长中， 得到一种线条的美
感， 所以， 这种写不是直接的摹仿， 而
是写生命的气息， 不是西画那种对着模
特儿和石雕， 而是和中国文化中对自然
生命力的探索与创造， 是把生命的创造
力和自然创造之气生动地结合起来相关
的。 所以唐张彦远把这种创作状态称为
“气韵生动”。 对于后人来讲， “气韵生
动” 既是国画家对创作概念的全面概括
与总结， 也是国画家与自然的互动。 你
在写生中， 首先要把自然中富有创造力
的千变万化的生命气息呈现出来。 其次
便是营造自然中最富生命的气脉。 现在
我们常讲， 人与艺术的交流是有气场的，
写生何尝不是如此。 自然的景致不是一
成不变的， 为什么古代画论中好些理论
都是把自然景致用鲜活的话语比喻， 黄
公望创作的 《富春山居图》 为何称为
“富春”， “春” 是自然， “富” 在这里
成了形容词， 极富活力与美感， 黄公望
每日居富春山， 他是如何感觉 “富” 春
的， 他在对着每日的山居富春中感受到
自然在春天的萌动中有种无形的美的推

手， 这种推手在国画家的黄公望眼里就
是中国画笔墨的气， 气既是自然的创造
造化， 又是国画家的笔墨与自然美的互
动。 所以， 郭熙说 “山水有可行者， 有
可望者， 有可激者， 有可居者， 画风至
此， 皆入画品， 君子所以渴慕林泉者，
正谓此佳处故也， 故画者当以此意造”。

中国画家深入生活的最大的手段就
是写生， 如何认识写生对一位国画家很
重要， 因为国画家的写生与西画家不同。
写生不是目的， 写生是手段。 是不是离
开了写生就没有其它的创作手段了， 并
不一定。 但写生这种手段能让我们直接
接触自然， 了解自然。

你去写生， 要带渴慕的心情。 郭熙
认为写生是一种姿态， 林泉之中本有一
种幽秀并集的气息。 你在写生之时为山
水所动， 而山水不是静止的， 而是充满
鲜活的气息。 虽然我们生活在当代， 我
们的生活在发生变化， 但自然的山水仍
旧保持着原本的姿态， 万峰对峙， 烟云
万象， 不为尘世所动。 特别是你远眺之
时， 面对满目烟云， 你的创作激情已然
被激起。 在瞬息的云烟变幻中， 你会感
受到自然的造化之功。 古人归结一句话，
“山水画者， 自然造化胜之意境”。 你去
写生， 要紧紧把握住写生之脉。 听前辈
讲， 过去一些有追求的画家， 一方面在

画斋临摹古人， 但时不时就会出远门写
生。 写生回来就像换了一个人， 画艺大
进。 好的山水画家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
要有活。 传承中学习古人， 写生时师法
自然。 古人的优秀传统不能不学， 眼前
生动的自然山水不能不写。 写生山水，
朝夕之景不同， 四时之景不同， 就是一
山转个角度也不同。 为何说画家是性情
中人， 因为山水的千变万化包含着不同
起伏的思绪。 你面对时会思绪翩翩。 写
生也是种创作， 没有固定的形式。 你在
写生时， 是无法在一幅画中包容所有的
山水。 但尺幅千里， 你能把自己的情感
在方寸之间呈现出来。 写生时要用情，
山水看似无情却有情， 笔也是看似无情，
运时生情， 情与景相交融。 中国山水画
的程式在技术角度上看并无多少 “术”
可言， 但千变万化的写生之意却无穷无
尽。 这也是写生对真正在艺术上有追求
的山水画家的吸引力所在。 林泉高致，
你在面对自然山水写生时， 不仅会感受
到自然山水的丰富多采， 更要在与自然
的互动中感受自然的鲜活的气息。 这样
你在创作时， 你的创作的立意就会高，
作品就会存 “宏微” （深远微妙的义理）
之妙。

（作者为国家一级美术师、 上海中
国画院画师）

写生不单是对景描摹，而是从中获得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
乐震文

传统向来就不应是固化的。 一旦被
固化， 就意味着消亡。 随着时间的延续，
时代的印记总会注入传统中。 当下， 有
些人把过往的绘画都视作传统， 殊不知
在所谓的传统岁月中， 出现过多多少少
尝试改变的创新者， 精彩纷呈。

中国画常被人们误以为先生带门生，
按着已有的程式， 世代相传。 对于中国
画的审视， 人们有各自的评判准则， 但
往往是习惯于固有的衡量标准。 比如有
些渊源已久的技法或者构图。 自 “李郭”
和 “四王” 以来， 确实有部分这样的情
况。 但若全部这样， 也就不会有当下中
国画的灿烂盛景了。

纵观中国绘画的发展， 不难看出有
多少文化人为之努力、 为之耗尽毕生智
慧。 我真正知道纯粹的国画， 是在1973
年进入技校。 当时学的是绘画， 而且是
中国画， 这在那个时期是罕见的。 因此
可以有幸完整学到白描、 素描、 色彩和
泥塑， 更有幸看到当时难以看到的山
水、 花鸟等代表性画家的作品。 最不可
思议的是， 当我看到曾被批为墨守成规
的王石谷的一幅雪景时， 自然而然地就
被其自然气息所打动。 另外， 他的有些
小品， 对山峦变化的气息把握得十分到
位。 还看到石涛气象万千的作品， 将既
有的技法和构图演绎得如此自由。 我
想， 这些仅一味借助已有的技法是画不

出来的。
在中国画发展历程中， 人们对笔墨

的见解和标准， 有时还是浮在表面的。
然而， 在这个表象的背后， 是画家对表
现对象抒发的来自内心的情绪。 单纯在
画室里画画与到大自然中写生，不是一回
事。记得第一次外出写生是去四川沿着长
江一路写生。 过去只是在画室里钻研临
摹， 第一次外出写生感到有些无从下手。
因为脑袋里全是古人的技法，根本无法运
用到实景之中。 于我而言，那一阶段的写
生是痛苦而挣扎的。面对自然，眼见为实。
时间久了，才沉下心来从自然这一实相中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领悟到其中的辩
证关系，若光练笔墨，不直接对景写生，实
在是体会不到这些道理的。 绘画时对丘
壑、树木、山径、房屋造型上的把握，以及
对气候、季节等的体验，若不深入实际中
去，感觉从何而来？ 第一次的外出写生使
我体悟到了写生的重要性。 那时，虽然写
生还比较笨拙， 却也认认真真的画了一
些，多少也拉近了写生与传统技法的一点
距离。

对于绘画， 我是偏向于空灵剔透一
路的， 并把第一次写生作为今后绘画努
力的方向。 自那以后， 我尝试顺着这个
方向走下去， 不断深入对自然实景的提
炼和自己内心对此的体悟。 曾读到李可
染先生的画语录， 说到了 “对景创作”，

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也曾听陆俨少先
生谈他绘画的起因及其独到的观察方法，
我均视为高人真言。 我都把这些作为座
右铭和我对艺术创作的行为准则。 以后
每一次写生， 都力求强化空间和笔墨之
间的关系。 也只有在写生中， 才可离固
有的观念稍远一点。 写生多了， 已学成
的技法会不知不觉的又回到笔下， 此时
的技法已然成为本能， 个人风格也就自
然显现。 尽管这个过程可能会用去大量
的精力， 也因为如此， 以后的创作才会
是自在、 自由和快乐的。

写生是快乐的， 无论生活条件多么
差， 只要遇到好的景致， 兴奋是必然的。
带着画夹去写生， 不走寻常路， 漫步深
山野水。 没有人为痕迹的自然之风景是
最入画的。 不加修饰、 依地形而建的建
筑， 也是最入画的。 千岩万壑， 即便是
极简极平常的景色， 融入气候， 融入人
情， 定会意趣无尽。 记得有一次在太行
山， 席地坐在山径间画着对面的山脊，
只见山下一老农手拿扁担、 背着箩筐
拾级而上。 见我画画， 便搁下扁担看
着我画， 一来二去有一句没一句的说
顺了， 他指着我的画， 介绍对面的景
色和在崖边的屋子主人状况， 此番小
小的对话， 使我对笔下描绘对象似乎
有了更深更感性的认识。 蜻蜓点水式
的写生往往是浮光掠影。 那时我就在

想， 等自己有时间了， 一定要在某个
写生点待上一阵。 从当地的风土人情
开始， 全方位地对描绘对象注入自己
的观察和情感。 透过外在的形态， 从
精神内在本质上去把握描绘一座山或
是一个村落。 写生不单是对景描摹 ，
而是从中获得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

中国山水画的写生，让我着迷的不是
技法， 因为这不是山水画的本质。 最近，
我随翰青雅集去龙泉采风，本以为那只是
个烧龙泉瓷的地方，还真没有想到那里还
有如此秀美的山川和错落有致的小镇。
傍晚至龙泉，天色将暗，然而独特的景致
一下子引得我手发痒。 第二天一早天刚
亮，我便坐在阳台上，对着窗外画起了小
镇的河流，并自这条河起，开始了一天的
写生，可能是好久没有出来写生，那天有
种莫名的创作冲动。 上午上了龙阳山，下
午去了下樟村。 不知不觉中，急就画了三
幅写生，旁观的人说好，我自己也感觉不
错。 人生有时放下重负，其轻松正如五柳
先生中所言“忘怀得失”，便可把自己交给
自然；其后便进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
食”阶段。 写生是辛苦的，写生又是快乐
的，真快乐。 这三个阶段，也是我的写生
人生。 近年来的写生活动中，这次是最让
我满意的。

（作者为教授， 上海海事大学徐悲
鸿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画的写生是其创作的重要基础。 虽
然中国画的创作有多种途径， 但可以说写生
是中国画创作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同时， 写
生也是学习中国画的重要训练环节。 随着绘
画理论和绘画技法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一幅

优秀的中国画的诞生如果仅仅依靠绘画技法
是很难实现的， 只有将写生与技法完美的结
合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性的中国画。 在中国
画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大师都是写生的倡导
者和践行者。 对当下的中国画创作来说， 写

生的意义到底何在？ 乐震文、 丁筱芳、 汪家
芳 （以年龄为序） 是目前海上画坛的优秀画
家， 长年坚持写生， 成果丰硕。 他们对中国
画的写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观点， 读来
颇有启迪。

创作研究

▲贵州写生
汪家芳作

▲

英国写生
汪家芳作

▲龙泉写生
乐震文作

▲

龙泉写生
乐震文作

▲贵州田园山水写生
丁筱芳作

▲彝族青年速写
丁筱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