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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仲超

工筆畫藝術歷史悠久，淵源流長，它曾以特有的富麗華貴、清秀閑雅而存 

在于畫壇,唐宋時期發展至鼎盛。宋元以降,水墨文人畫全面興起，并成為中 

國繪畫的主流。工筆畫藝術中，雖有陳洪綬、憚壽平諸名家力挽狂瀾,却終因 

多數工筆畫家一味因襲古人，循守舊法，使工筆畫藝術總體呈現衰敗趨勢。 

在“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的藝術觀影響下，工筆畫被視為匠氣低俗,而問津 

工筆畫者寥寥無幾。

新中國成立后,工筆畫受到各方面的重視，五、六十年代從衰微中逐漸得 

以復蘇，七、八十年代后得以發展、繁榮。特别是近年來，隨着社會全面改革 

開放，為藝術的發展營造了一個更為寬松和自由的良好氛圍，努力建構起一 

種既具傳統更具現代意味的新工筆畫，已成為畫家們為之不懈奮斗的動因。 

在經歷過西方藝術各種觀念、流派及大量涌入的藝術方法對本民族傳統藝術 

强烈碰撞后，畫家們由困惑、盲然、浮燥轉為以平穩而主動的心態，承傳與吸 

取成為創造、發展的核心。他們自覺地將中國繪畫傳統置于大文化背景中去 

認識和學習。古樸而富有造型符號意味的原始彩陶、青銅紋樣；雄强博大的 

秦漢藝術;瑰麗堂皇的唐代繪畫；疏簡高潔，個性張揚的宋元明清文人畫；裝 

飾性及民間藝術;西方現代藝術衆流派之造型、色彩、構成、抽象諸多因素；日 

本繪畫在東、西方間傳統與現代上達成的成功契合，從藝術精神到藝術方法、 

藝術手段上均給予畫家們全方位參照與啟示,并積蓄為一種暴發力。任何形 

態的藝術都必須具備并純化自身的表現性與實現能力，工筆畫亦是如此，經 

過不斷探索與實踐，今天的工筆畫已形成新的語言系統和傳達方式，無論在 

藝術觀念上還是在表現形式、表現手段上都有了重大變化，呈現出一種新形 

態的現代視覺圖式。畫面的形式構成進一步增强，造型更趨復雜多樣，形、 

色、墨、點、綫、面及各種造型因素的重叠與組合穿插,使畫面更顯精密豐厚。 

現代色光學在工筆畫中找到了發揮的廣闊空間,傳達出現代生活的時代特征 

和情感氛圍。新工具、新材質、新工藝大量運用于工筆畫中，技法已有顯著的 

充實和變化。各種不可言狀的特殊技巧形成的肌理制作,以及已經或正在進 

行着的為拓展工筆畫藝術表現的不斷開發，無不顯示出當代畫家審美情感、 

審美視覺的價值取向,凡此種種,不予例舉,大大突破了傳統工筆畫的程式化 

造型、分章布白之類的規範化章法、“隨類賦彩”的色彩觀念、“三礬五染”的工 

筆畫技法和制作程序等。同時，工筆畫自身又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格局，有 

的在傳統基礎上作更深層次的挖掘，有的更多地從西方藝術中借鑒新的手法 

而别開生面，有的則注重從民間藝術中探索新的語言，有的則打破工筆、寫意 

之界綫而互為滲透，形成在把握工筆畫特質基礎上的藝術手法上的多樣結 

構。

工筆畫對諸種藝術的强大包溶性和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换的實現 

能力，在今天的工筆畫藝術實踐中已被證實。這種實現能力以及實現這一轉 

换所必需的技法手段的儲備，特别是承傳與借鑒、創新與發展上存在着的各 

種潜在可能性與契機，較之水墨畫（特别是人物畫）明顯占優，這種優勢形成 

一股勢頭，對當今中國畫壇産生了强烈震蕩，不少畫家（特别是人物畫家）轉 

行于工筆畫，他們的介入，大大激發了工筆畫的創造活力，亦增强了工筆畫創 

作隊伍的實力。工筆畫由冷轉熱，這在以往是未曾有過的，它提示出這樣一 

種思考即幾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必須經歷非常艱難的文化現代化的蜕變,只 

有當其順應了歷史發展的需求，才有生存的價值，才更有光輝的未來。人們 

看到“一種立足于傳統的精神本質而又對傳統作出了現代性選擇、闡釋與創

右上:九歌圖（工筆畫）李少文 作 
右下:花卉（工筆畫）劉怡濤作

造性轉换”的新的工筆畫已經或正在形成，盡管它還存在着那么多的不足, 

但唯其如此,也才更值得有志于獻身中國畫藝術的同仁們去不斷努力，因為 

藝術的本質就在于創造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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