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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案写生变化”体系的脉络与源流

四川美术学院的染织设计专业由我国著

名设计教育家李有行先生正式组建于20世纪

50年代，是当时国内最早开办的专业之一，

可追溯到1939年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艺职

业学校设“服用科”教授“染织”课程开

始，到1942年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设应

用艺术科，自二年级分出印染组，至1958

年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开办染织班。李有行先

生基于长期从事染织图案设计和水彩写生的

经验，创立了一套以中国传统“叠色渍染”

为参照，融水粉、油画于一体的图案色彩写

生方法，它是“以图案设计对花卉素材加工

变化切身体会，将中国画没骨法与西洋画的

光影造型法熔于一炉，结合工艺设计分版套

色要求而创造的一套专业归纳提炼写生训练

的教学体系”［3］。这套体系使染织专业为

付诸生产制造而设计，逐步形成了有针对

性、适用性、完整性的基础教学体系。通过

黑影、黑白灰、复色、限制色彩四个教学步

骤，独立成课，旨在培养学生用简练的艺术

语言去表现自然界中对象的丰富变化，使之

完成由自然形态到艺术形态的升华［4］。这

套体系在全国独树一帜，使其毕业生能很快

适应生产部门的需要而备受青睐，从而引起

文化部、轻工部以及其他工艺美术院校的重

视，并曾在中央工艺美院、太原理工大学等

多家学校运用。

作为李有行先生的第一代亲传弟子，

张仰浚是李有行先生色彩教学法的坚定传承

人。在实际的教学应用中，他将其归纳改进

为“图案写生变化”，着重研究图案纹样的

变化方法、造型规律等艺术处理问题，其核

心是从装饰和实用的要求出发，将自然形象

和色彩删繁就简为图案形象的过程或手段。

他的“图案写生变化”体系由“写生”与

“变化”两大部分构成一个统一概念，二者

之间有内在的密切联系，从而完成图案创作

的任务。张仰浚将写生方法总结为白描、单

色、黑影、黑白灰、色彩、限制色彩等，这

些写生方法都具有变化的性质。他强调“写

生中有变化、变化中有写生”，在写生的同

时，某些方面就已经进行了变化。例如，黑

影自身就是一种简化的形象，而黑白灰写生

是明暗关系的高度概括，限制色彩写生则是

对色彩的归纳和相互借用。“写生”为“变

化”提供具有装饰特点的形象、色彩、意境

等等原始材料（即所谓素材），以及训练适

应图案创作的写生技巧；“变化”则是在

“写生”的基础上进行提炼、集中、概括使

之典型化。［5］担任系主任期间，张仰浚以

此体系为工艺美术系一、二年级基础课程，

培养了一批拔萃的设计专业教师与适应社会

生产的设计师。

二、自觉地去运用这些限制

黑影、黑白灰写生是李有行先生“装饰

色彩写生体系”的第一步，也是张仰浚“图

案写生变化”的重要基础，可以理解为“观

物取象”。张仰浚尤其擅长黑影和黑白灰的

训练。他十分重视自然形态的影响和画面经

营，充分发掘和利用单色语言在艺术表现方

面的独到之处，以纯粹的黑白灰语言归纳出

丰富的色彩层次。他的笔触生动、肯定，层

次清楚且互相衬托，呈现出“化繁为简”的

效果。

“黑影”就是剪影造型，即在背光下

物体显示出来的轮廓形象。它是理解光影关

系的第一步，通过轮廓的变化理解形象的内

在结构，达到朴素简练的格调。黑影画在一

定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朴素的素描，它没有

复杂的明暗层次去表现形象，但要求用不同

的笔触准确地描绘形象，从而锻炼细心观察

花草的结构、生长规律以及形象特征的能

力。它对色彩写生的刻画形象与组织形象，

都有重要的作用。“黑白灰”则是依据光影

关系使用黑、白、灰去表现明暗层次的写生

方法，以此在平面上展现立体感。黑、白、

灰写生是使写生与创作结合的重要阶段，色

与色之间要互相借用、调剂。限制是一种条

件，黑、白、灰就是将作画限制为三个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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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从而锻炼概括色彩的能力。

黑影写生是黑白灰写生的基础，两者

都是图案设计中常用的表现方法，要求用较

少的色彩获得丰富的效果［6］，故要求黑影

和黑白灰用中国画用笔的方法在严格的限制

之中去锻炼形象和色彩的概括能力，以适应

图案设计分版套色的表现方法［7］。张仰浚

认为“画黑影和黑白灰时应当自觉地去运用

这些限制，而不要认为是一种束缚”［8］，

这是一种使写生和设计结合的重要手段。在

染织图案的应用中，要求用少量的套色获得

丰富的艺术效果，故写生创作必须要删繁就

简，用色用笔都要“在概括中求变化”，色

色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以此获得概括而不

单调、简约而又丰富的艺术效果。

要求用较少的色彩获得丰富的效果，

黑、白、灰就是锻炼概括色彩的方法，有了

这种能力，就可以较为妥善地把写生素材用

于图案设计。

三、调配色彩的忘境

张仰浚的色彩写生直接秉承了李有行先

生的核心，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观察

入微、用色概括、虚实相称，恰如其分地变

现出光与色彩的关系，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也表达出他面对自然时的纯净诚恳的内心。

他认为色彩写生的用色要概括，应该突出主

体，使色彩特征鲜明、有个性，把不必要的

色彩舍弃，才能使特点鲜明、具有感染力。

设计专业的色彩写生与绘画专业不同，

不是简单地把对象的色彩描摹出来，仍然要

进行集中和概括。李有行先生根据这一特点

形成了自己的作画风格：“不打轮廓，或者

用铅笔勾几根大线定一下位置便直接着色，

但形象准确而生动”［9］，正是为了适应染

织图案的需要，做到“不以形害意”［10］，

从而达到形神兼备。张仰浚在李先生的基础

上将色彩写生的核心总结为“体会自然间色

彩的变化所产生的色彩效果，从中获得图案

设计时的组织形象，调配色彩的忘境，使写

生为图案设计服务”［11］，这表明色彩写生

不仅要锻炼描绘自然形象、色彩的技巧，更

为核心的是通过对色彩的归纳和相互借用，

以达到写生向图案创作过渡的目的。

张仰浚提倡作画时要努力捕捉在特定光

照条件下色调的特点与对比关系，要求笔触

肯定明确，色与色之间的层次分明，远看又

浑然一体，相形益彰。同时，要把黑影、黑

白灰写生的经验结合起来，将画面形象与色

彩紧密结合。他将形与色的关系比喻为“人

体的骨架与血肉”，要将色彩准确依附到形

象的正确位置，需要运用色彩去表现形象的

转折起伏变化，两者互相依托、互相比附，

形象因色彩而得以充实和丰满，色彩因形象

而得以显露和落实。

四、“变形换色”的图案写生变化教学

作为一位设计教育工作者，张仰浚在进

行绘画创作的同时，也在思索如何引导学生

将自然色彩与形象转化设计素材。图案是具

有实用性、装饰性、工艺性的一种艺术，要

受到装饰要求和工艺条件的制约，正是这些

制约才使染织生产对图案设计产生了“变形

换色”［12］的要求。“变形换色”能够更加

准确地将描绘的形象、色彩与装饰要求紧密

结合，充分发挥工艺条件的特点，对自然形

色的加工和再创造，使之成为具有装饰美的

艺术手法。［13］

张仰浚擅长用图案家的眼光去观察自

然，像音乐家一样去体验不同的情态和意

趣，从而提取出富于装饰意趣的因素，为未

来的设计提供基本的素材。他主张把观察与

构思放在首位，培养学生构思的灵活性、适

应性和创造性，以适应现代染织工业对染织

美术设计的要求。基于此要求，他的“图案

写生变化”体系将工艺性与装饰性结合起

来，要求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发现美的素

材进行提炼加工，创造富于装饰美的形象。

在60-70年代的特殊时期，张仰浚制作了一

批多达七十余件“变形换色”的色彩教具，

帮助学生理解色彩变化博大精深又细致微妙

的奥义。“图案写生变化”强调色彩之间的

借用关系，从微观到宏观、从具象到抽象去

展开学生的思维天地，锻炼学生的审美能

力，养成用图案家的眼光观察形象，色彩的

观念和习惯。正是通过这批教具帮助学生反

复进行变化图形与置换色彩，以客观理性的

方式提升了学生锐敏、真切而细致的艺术感

知力。

五、结语

从应用艺术科助教到工艺美术系系主

任，张仰浚一直承担着四川美术学院工艺

美术专业传承与发展的使命，用45年的岁

月亲历与见证了四川美院设计专业的生长

与繁茂，也成了四川美院设计教育中不可

或缺的学统守护人，是一位时代不可或忘

的薪传人。

张仰浚主张“用最少的艺术语言说最丰

富的话”，“大道至简”便是其教育理念和方

法最好的注解，这既是对其“图案写生变化”

体系的解读，又是对其赤心教学的见证。他时

时将“作画就是要‘惨淡经营’”这句话挂

在嘴边，以此提醒自己和他人忍耐绘画的枯

燥与艰辛，也常教诲学生要以坚强的意志专

注于研究和练习。日往月来，“大道至简”

是他一辈子的写照：画如其人，做好一名教

书匠，一如既往保持纯净诚恳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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