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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茂蘭裝飾色彩寫生與教學淺析

我國著名工藝美術教育家李有行先生，將水粉寫生與染織專業設計的工 

藝特點相聯系，創立了一套將變化萬千的自然色彩概括為幾套色的歸納寫生 

方法，使之完成由自然形態到藝術形態的升華。李先生借鑒了异質文化的水彩 

畫、油畫的色彩原理，融匯了東方文化的筆墨韵味和表現技法，從而造就了他 

的藝術價值。這套既具有西方文化之基調,又有中國特色的寫生方法,在全國 

各藝術院校開設的水粉畫教學中，獨樹一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一大批卓有 

成就的水粉畫家,鐘茂蘭教授是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她師承前輩,在先生藝 

術風範和人格品質的雙重影響下，奠定了自己藝術道路深厚的根基。幾十年 

來,她在水粉花卉寫生的園地里辛勤耕耘,取得頗為豐碩的成果0

鐘茂蘭教授作畫崇尚自然之美，對花卉的生態、氣質有深切體會，因此 

十分重視寫生意趣、借境抒情，其藝術風格典雅優美，善于通過細膩的筆觸 

表達内在感情和詩化意境。在她筆下大量的花卉為題材的作品中，無論是形 

貌，抑或是内在神韵躍動着蓬勃的生機,體現出强烈的藝術個性和清新隽永 

的畫風。

對無限的自然色彩進行有限的概括提煉,去繁雜而得麗質，是限生寫生 

的一大特點。鐘茂蘭教授的限色寫生嚴謹有序，但同時又很强調畫情筆意， 

常根據自己的審美感受，選擇在不同質地的紙張和底色上作畫,對遠近虚實 

的處理又將水彩的渲染和水粉技法加以靈活運用，每幅作品均有其鮮明的 

主調與各不相同的色彩交響的妙趣。顯示出既有深厚的傳統技法功力;又有 

現代的審美意識和多樣化的技巧形式。作品《雨中芙蓉》（在法展出時,為巴 

黎室内設計公司收藏。）采用了烘雲托月法，用暗色映襯出明亮鮮艷,飽滿而 

潤澤的花朵,形成了强烈的動勢和節奏感，用油畫棒畫出的雨絲更增添了雨 

中看花的朦朧情調。水彩作品《花團錦簇》,畫的是一幅盛開的石竹,通過巧 

妙的明暗前后景處理，夸張對象的虚實，增加了豐富的空間層次，使白色花 

園更加鮮艷響亮，而花蕾和花蕊的細心刻劃，則把整幅花叢點綴得極為生 

動，使人感受到畫面中詩意情懷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内涵。《三葉草〉構圖選擇 

俯視的角度觀察對象，以强調畫面的平面感和擴張感，同時又運用“聚”與 

“散”的布局原理，使花與枝葉交錯穿插，密而不亂。色彩概括沉着，筆镯肯 

定,傳達出一種蒼潤樸實，清新單純的審美情趣。《蘭銹球》則是在黑色絨紙 

上畫水粉,更有其特别的韵味，色彩透明似隱似顯,有一種光影流動,夜光變 

幻的藝術效果，令人賞心悦目。-

鐘茂蘭教授長期致力于民族民間藝術的研究，對民間扎染工藝也同樣 

體現出深厚的造詣。民間工藝賦予她藝術創作的靈性，并由此生發了“扎繪 

染”這一獨到的藝術創作新形式。在我國先秦時期的著作《考工記》里便有 

“畫績之事，后素功”的記載，指的就是在紡織品上直接繪畫，成為在織物上 

裝飾的一種方法,后謂之“帛畫”。在這種情形下,畫績給印花以啟發,印花將 

畫績工藝化，因此，印花也很自然地取代畫績，向前發展了。而今在已印染的 

織物上作畫則可將扎染工藝與繪畫兩種形式加以綜合思考與應用，取長補 

短，效果更燦然可觀。

作品《蘭花花》、《夏韵》就是在扎染抽象紋樣的基礎上，因勢利導，略加 

水粉點綴而成。在層層叠叠的瓜葉菊中,扎染仿佛給整個花叢罩上了一層迷 

人的色暈,顯得光彩奪目，富麗而高雅。由于染色和粉彩交相輝映，産生了花 

卉質感的微妙變化,既有扎染濃淡浸潤呈現的抽象韵味,又有水粉具象的渾 

厚造型，各自的特點發揮淋滩盡致，向人們揭示了一個無比美好的純潔的花 

的世界，散發出沁人的芬芳，構築出一種超然世外的意境，一種回歸自然本 

質的純粹。兩幅作品均選送參加全國美展，并獲四川省和重慶市優秀作品 

獎。如果用“功力才力兼到”品評鐘茂蘭教授的花卉色彩作品的話，可謂談言 

微中。這里的“工力”，正是指專一限止下的縱深掘進，“才力”正是指廣泛涉 

獵下的横向交融，縱横押闔的結果，使畫家既有可能深得傳統的精華，又敢 

于面直現實時代的精神，而這正是達到更高意義上的立體溝通的先决條件。

余强

幾十年的藝術創作和教學，使鐘茂蘭教授的學術研究步入一個新的起 

點。她先后編寫了《裝飾色彩範畫〉、《裝飾色彩寫生》兩本專著，并多次撰寫 

論文系統地總結和研究李有行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結合自己對裝 

飾色彩寫生的種種思考與實踐經驗，在傳統“色彩寫生”體系的基礎上，進一 

步探索出一條覆蓋面廣，適應性强的“裝飾色彩寫生教學法。”她認為：藝術 

越發展,基礎教學越加顯得重要,如果説作為原創性的《水粉寫生教學》體系 

的成熟在縱向的範疇内得到專業化分工的話，那么今天，學術的發展，横跨 

于多種範疇的横向學科，相互聯系已是發展之必然。就過去的分類方法或教 

育系統來説，專攻類别，往往依職業來劃分，囿于這種劃分，在各門學樣向綜 

合性方向發展時，便難于拓展。因此，鐘茂蘭教授在研究李有行先生《水粉寫 

生教學》體系時，針對目前人們認為這套寫生方法已不適應時代發展這一模 

糊認識，明確提出了“裝飾”是研究美術造型設計範疇共同之基礎特征。這里 

“裝飾”的并非狹義的修飾、打扮之意，而是還原其這一寫生方法的本來意 

義，并加以重新審視。旨在强調寫生時將自然形態轉化為藝術形態的有序步 

驟與造型特征以及形式美法則的具體應用，因而在她任教的水粉寫生課程 

中將其納入了裝飾色彩寫生的範疇，以尋找新的藝術語言，契合時代的發 

展,使其更具裝飾專業設計共性的基礎地位。

多年來的教學實踐表明：“裝飾色彩寫生”突破了原體系僅局限于染織 

專業基礎教學範疇這一歷史事實，加强了横向專業的聯系,使其在横斷學科 

日益滲透的今天，擺脱了客觀上造成的與其它課程互不相干的“封閉”狀 

態。在教學中，除了注蕭吸收傳統裝飾藝術的理論素養外，更注入了 “形態 

學”提供的構形方法，“色彩構成”提供的色彩調和理論，不僅保留了傳統歸 

納寫生的基本内容，且又吸收了時代提供的理論營養，使其獲得了新的時代 

屬性和獨立的審美意蘊。

針對學生素質和現有基礎,加强系統的理論分析,重視目的性的程序教 

學，是鐘茂蘭教授教學的一個主要特點。她提出裝飾色彩寫生應以黑影寫生 

作為形態造型之根本，是培養學生整體觀察能力的重要手段。我國傳統裝飾 

藝術中的剪紙、皮影、畫像石、陶瓷藝術等無不具有影像造型的裝飾特征。以 

黑影認識對象，容易訓練學生擺脱三維空間的觀察方法，將具象形態轉變為 

平面形象,這就必須删繁就簡，突出的表現和塑造物象的本質特征。處理上 

講究空間的分割，注意黑白間大的對比關系，其用筆也因影像造型的原因， 

須意在筆先，落筆成形，把具像的視覺感受與概括、歸納等理性思維結合起 

來，在此基礎上進行具有“筆墨寫意”的黑白灰明暗層次的歸納寫生以及復 

色寫生、限色寫生等步驟的訓練,對于啟迪和深刻領悟傳統裝飾藝術的真諦 

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由于她在教學中既强調寫生步驟和方法的重要性，又鼓勵學生發展自 

己的個性特點，在構圖上不再拘泥于一個視點觀察對象。選取對象寫生時， 

也不僅限于一個境點，可將印象最深的對象加以主觀組合，即所謂“搜盡奇 

峰打草稿”的中國畫寫生方法加以靈活應用。形式上可采取重復、透叠，甚至 

夸張、變形、變色等裝飾手法，以强化裝飾寫生語言十分突出的理想美的特 

征。使教學變得生動活潑，學生的作業大多能散發出强烈的時代氣息，表現 

出濃鬱的裝飾情感和意趣,對培養學生進入裝飾藝術的大門，提高現代審美 

意識和表達能力均有顯著效果。

鐘茂蘭教授兩度赴法國舉辦個人寫生作品展覽時，曾給巴黎的美術家 

們示範表演了這套寫生方法，其形神兼備的裝飾色彩造型和中國筆墨的韵 

味，受到美術同仁的很高贊譽，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新的貢獻。

如今鐘茂蘭教授雖已年近花甲，但她仍懷着一顆赤誠、真切的愛心，以 

其堅實的藝術功底和嚴謹的教風繼續堅持在教學的第一綫，不斷開拓進 

取。在她的帶領下，該系裝飾色彩寫生課已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發展面貌，并 

被評為省級重點建設課程而加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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