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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大胆落笔，细心收拾 中国画美育专栏（三十六）

张国樟（浙江省文化馆副馆长）

这是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画

美学创作时讲的名言。傅抱石

先生在中国画创作时往往大胆

洒脱，挥洒恣意，然后精心细心

收拾，人物和建筑画的非常精

细，就是用绣花针的功夫。傅抱

石女儿在说到父亲时提到，生前

傅先生画山水画，关键在于

“加”，这里的“加”就是收拾。要

让人耐看、品味，看出东西，需在

“加”上下功夫，加出味道来。傅

抱石先生的很多作品，就是在后

期收拾出惊艳的效果的。

方增先先生也如此说。中

国画要求一气呵成，尤其是水墨

画，在画时必须情绪饱满、思想

集中，放胆挥毫，心无碍滞，从头

到尾，一气而成。中国画要求在

一个画幅内气势通顺流畅，笔笔

互映，带有笔墨的韵律感。前人

所谓“一笔书”、“一笔画”就是这

个意思。

大胆落笔，细心收拾，就是

不能画一笔想一笔，有别于小姑

娘初学描花，细心有余，而胆量

不足。有些较巨幅而繁杂的画，

也可能是十天半月而成，但完成

后，仍然要通幅气脉连绵贯通。

“大胆落笔”是说画家下笔要胆

大，但胆子又如何能大呢?要事先

“胸有成竹”。辩证地说大胆落

笔，须在慎重的基础上进行。从

表面看，下笔似乎是漫不经意

的，但实际上，每下一笔，都是画

家集中高度的注意力来画的。

画家在落笔时先把画幅中主要

的骨架，或主要的部分一口气画

出来，而一些细小的东西就慢慢

收拾。画家在第一遍画完后，还

要来一次小心“收拾”。因为大

胆落笔中，不免有所遗漏或疏

忽，甚至出现一些败笔，这是常

见的事。“收拾”一下，也就是充

实一下，或补救一下。修补工作

有时要乘未干时立刻进行，以使

补笔与原来笔迹能混溶起来。

但有时也可等干后进行，使新加

的笔墨，与原来笔墨合成清晰的

墨色层次，使人看了以为是作画

时有意画成的覆加或渲染。

画家的细心收拾决不能理

解成涂改。如果去填改涂抹，只

会越弄越槽。因为国画讲究笔

法清断、墨色灵活而自然。一经

过分填改，就必然出现墨色死

灰，笔法凝板，那就不可挽回

了。所以说要细心收拾，这就要

事先动动脑筋，怎样才能使败笔

改得看不出来。再则，在宣纸上

作画，收拾只能是往上加，而无

法往下减，这就不同于油画或水

粉画。由于水墨画在生宣纸上

绘制，笔尖的稍有转折或迟疑，

都会在敏感的宣纸上记录下来，

所以在下笔时要大胆，既要能随

手画，又要能做到又稳又准。这

主要依靠平时不断的练习，在大

量的练习中，自然掌握了生宣纸

和水墨的性能。中国画的浑厚

华滋，苍茫丰华的美感都是一层

层，一遍遍加出来的。不是一次

而成的。

黄宾虹先生也善于收拾的，

因为山水画可以不断用积墨加

法，他十年之前的画还可以加。

有的画要加好几遍。加得层层

叠叠，浑厚华滋。吴昌硕先生也

是精益求精，不过花鸟画不同于

山水，收拾的不好就是败笔，但

是吴先生比较高明，让人看不出

痕迹。他在花卉的枝干上常用

复笔，以增加苍老厚重。加是一

种技术也是艺术，加是一种理

念，加是一种水平。

▲近现代-傅抱石-湘夫人美析：《九歌·湘夫人》是战国时期

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

慕哀怨之情，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

心情。傅抱石喜欢创作的湘夫人题材。图中湘夫人面庞秀润可

人，姿态妩媚，带有淡淡的幽怨表情。飘带行如流水，裙褶线条

绵劲不绝，筋力内蕴。傅抱石画水是一大特色，挥洒自如有形象

生动地画出了水波浩荡。

▲近现代-傅抱石-兰亭图美析：品描绘了东晋穆帝

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暮春之初，书法名家王羲之与当

时的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雅集于山阴（今浙江绍

兴）兰亭的历史故事。会上王羲之乘带着酒意，当场挥

毫为众人诗赋作序，抒写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怀，留下了

千古名作《兰亭集序》。《兰亭图》即依此序而创作，再现

了兰亭雅集流觞赋诗的盛况。画中松竹山岩画的大胆

恣意，尽显豪放之美，但是众多人物却花朵收敛细心，各

具神态，别有艺术魅力。

▲近现代-傅抱石-丽人行美析：傅抱石的《丽人行》创作于 1944年9月，题材取自唐代诗人杜甫的《丽人行》长诗，画的是杨贵妃一行夜间出外巡游的奢华场面。

作者用泼墨写意的浓密柳荫作背景，就是文中所讲的大胆落笔。在留白处工整精细地画了五组37名人物，突出绝代美人杨贵妃的形象。整幅画作明暗、精细及色彩

对比鲜明，穿插变化有致，有强烈的舞台效果，由于它是傅抱石所有作品中惟一的长卷，被认为是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