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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作无外乎是一种形式,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对生活印象的概括。美术作品的创作是一种复杂的

精神活动和生产制作活动,漫长的创作过程是不断探寻和创造的心理过程,当我们真正融入生活,在体验

生活时会慢慢从中发现高于艺术的美感,使创作者有一种强烈的表现冲动。工笔人物画是中国特有的一

种绘画表现形式,工笔人物创作对线条、设色都有着浓郁的中国民族色彩审美意趣。 

[关键词] 创作；人物工笔画；中国画 

 

1 中国人物工笔画 

我国的人物画发展具有源远流长的

历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审美系统,给我

们留下了丰富瑰丽的宝贵遗产。中国工

笔人物画刻画细微,绘画语言丰富,它线

的描法就有十八种,再进行上色分染、罩

染等。中国人物画历来就追求传神,早在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就提出了

“传神写照”,这一理论对中国的人物画

发展影响深远。 

2 创作过程 

中国画的学习,历来都是从临摹传

统出发,临摹前辈大师的经典之作,学习

他们的笔墨,对线条的应用。在学习传统

的基础上不断的总结,再不断的对其深

入,对其传统的理论、技法进行掌握,再

加入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我临摹的第

一张人物工笔画就是唐代周舫的《簪花

仕女图》画面中对仕女端庄华丽,雍容典

雅的描绘让我对工笔人物画有了浓厚的

兴趣,工整细致的线条对女性容貌体态

的描绘恰到好处,艳丽的设色又不失高

雅,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如何做旧、如何

用笔上色、如何勾线。后期开始关注现

当代画家的作品想从中获取更多养分,

罗家英、罗寒蕾都是当代著名的工笔画

大家,他们的作品刻画具微,布置谨重,

人物清丽,临摹中学到甚多。一次偶然机

会看到杨佩璇的工笔人物画,她的作品

多为描绘现代女性,多为自己身边的人,

她的作品极力模仿古画她将现代人物创

作做的陈旧,只求韵味更加温婉。 

2.1创作灵感 

大学毕业季,大家都将走向各自的

未来,青春好像将要各自远飞,好朋友之

间都很不舍分离,美好的女孩们,美好的

青春,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而杨

佩璇工笔画中每个女孩的细眉眼若有所

思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萦绕,好像这就

是我想要留住的美好瞬间。画面中人物

细致的描绘,干净的背景,写意的花和蝴

蝶寓意着美好。在她作品的触动下,我决

定借鉴她的表现方式对大学青春美好的

小伙伴形象进行创作,创作了一系列《青

春》(共6张)。 

2.2创作草图 

作品想利用中国园林借景的感觉,

给人一种镜头下记录的感觉,决定用内

方圆(直径60cm)进行创作,工笔人物画

的难度就在线,所以草图中对发丝的描

绘成了最难的部分,首先要对发丝进行

分组,其次发丝的粗细尤其发尾部分和

皮肤接触部分的控制。背景部分加入了

花和蝴蝶寓意美好,在人物造型表现上

选择了不同的角度,服饰的处理想采用

特殊肌理制作的方式,所以没有加入过

多的花纹装饰。 

2.3创作工具 

工笔人物画多在绢、纸上创作,由于

想要有肌理感和比较有复古的感觉,在

桑皮纸和麻纸之间选择了很久,最后由

于桑皮纸的尺寸和肌理过厚不好把控,

决定用麻纸进行创作。麻纸属于生宣,

想要进行工笔创作必须“做熟”,而画面

中的花和蝴蝶想用写意的方式变现所以

只能做熟人物的皮肤和服饰部分,但接

缝处做熟的情况很影响作品效果,最后

由于多次试验仍旧无法完成好,选择全

纸做熟,至今还很遗憾。其他工具,笔、

颜料、墨等。 

2.4勾线 

草图完成后需要拓到做好的麻纸上,

毛笔在运线的过程中要合理转向表现出

粗细不同的线条,女性头发很长,勾画时

还不能停顿要保证流畅性。头发的飘逸

感也很难刻画,需要大量临摹。人物五官

尤其眼睛和嘴部的虚实关系很难掌控,

还有手部线条的描绘都需要大量练习后

才能掌握。 

2.5设色 

工笔人物设色是一件很劳神费力的

事不是一蹴而就的。设色需要一遍遍的

分染,尤其是衣服褶皱处,不然会很死板

颜色也会浮在表层就失去了国画的韵

味。我的六副作品中有两幅衣服采用了

制作肌理的方式,所以前期设色时上色

遍数比较少,其中白色的纱质上衣上面

有绒布质白色点点,采用橡皮章的方式

印上,衣服褶皱处则不能刻板的印,需要

刻画；还有想要表现的是麻质衬衫,有网

络状,用纱布浸泡在同色颜料中,捏干保

证即可以印到纸上又不会因为太湿而花

凸显不出纹理,白色纸上试验很成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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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同色的先染好的基础色上就不明显

了,又再次将颜料颜色调重以保证纹理

的凸显,纱布印时还要注意服饰的领子

部分不能直接以同一方向纹理印制。 

2.6特色化处理 

采用干花粘贴的方式对画面中的花

做出立体效果。购买了很多同色的花瓣,

分层次将其塑造。 

3 总结 

创作的过程总是艰难而漫长的。构

思到实践到完成总是会有很多无法实现

的环节,这些问题应该早在草图画小样

阶段就应该考虑周全,这次的创作中我

就疏忽了许多,造成了效果不太理想。工

笔人物画的创作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经

营和塑造的过程,作者需要用画笔慢慢

勾画、用色彩慢慢渲染,最终达到墨色协

调的境界。工笔人物画创作不是简单的

制作作品的过程,而是彰显作者文化底

蕴、丰富经验、绘画能力和技巧的综合

过程。 

创作题材是一个作品的灵魂,加强题

材选择是一个好的开端。古代有一句非常

著名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虽然许多人将这两句诗当作学

习过程中的名句,但是对于艺术创作也具

有很强的警示作用。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

于生活。如果艺术离开了实际生活,就将

成为空中楼阁,成为不切实际的虚幻艺

术。例如我在创作青春女同学题材作品的

时候,我会关注到自己身边的同学,熟悉

的关系能让我更好的将她内在的情感带

入其中,可以提供丰富的创作灵感。在确

立了青春女同学这一创作切入点之后,还

需要进行相关的大量的资料收集,以便让

创作更具实际内涵。 

绘画作品是一件静止的艺术作品,

不同于影像或声音,能够通过一系列的

画面来进行主题的表达,绘画作品必须

在一幅画当中尽可能丰富的表达出作

者的思想和认识,而且在绘画当中有一

句名言“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

马。”说明了人物画的困难与繁琐。在

我创作的《青春》中都是年轻的女孩,

人物构图为胸像,少有几张加入手部描

写所以重点描绘部分都在面部,都说眼

睛是心灵的窗户,正值花季的少女的眼

神更是清澈见底,眼神可以很好的向人

诉说故事,所以眼睛的刻画一定要生动

传神。如若创作全身的作品,就必须考

量人物的姿态在整个作品中的构图是

否协调,刻画重点部位时千万不要过,

注意整体性。在思考造型的过程中,应

该抱有严谨的态度,要尽量刻画的生动

形象,要不断的反复修改,不断的加工

整理。而且在人物造型过程中还应该尽

量借鉴前人的成功造型经验,学会取长

补短。 

设色前,进行作品的整体色调的确

定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设计一个简单的

色彩稿,将需要创作的意境及整体效果

大致的涂抹出来,从而让作者能够在构

思之初就对作品的整体表现有一个清晰

认识。设色时,根据自己需要表现的效果,

进行分染、着色、罩染,尤其肤色部分一

定要耐心多次调整保证自然感,白色的

使用也适度,有时正面直接染会过,可以

尝试背面染,再一层层加重会更自然。最

后应该协调人物与背景的协调统一关系,

使得作品各部分之间更好的融合起来,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只有饱含足够创作情感的作品,才

可以触及观赏者的情感。艺术来源于生

活,所以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内涵体现

就是对真的刻画与表现。如果一幅作品

失去了真实性,那就难以只能算是件物

品而难以成为艺术品。在艺术创作过程

中创作者希望将自己的感受表现在作品

当中的心情是值得提倡的,但是艺术创

作不仅需要彰显作者的个人风格和思想,

更需要有真实的情感与体验。这样才能

让观者产生共鸣。 

工笔人物画创作是一件需要非常多

耐心的事情。因为从题材确立、整体构

思、人物和背景造型到资料收集和经验

借鉴等,都需要花费作者相当长的时间。

一副优秀的工笔人物画作品需要具有作

者独有的创作风格和内涵,而且如果随

着创作的不断深入,现有的创作技巧难

以应付创作进程的时候,还需要随时准

备学习新的创作技巧和改善方法。虽然

工笔人物画创作相当繁琐,但是却能够

在创作过程中体会到一种自然美好的感

觉,从创作过程一直到欣赏过程都能够

给人以美好体会就是工笔人物画的巨大

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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