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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壁画看中国传统线描艺术 

现代装饰线描中的传统认识 

中国传统线描在现代壁画中应用的研究 

一、何谓线 

线，是人类最初描画视觉对象的最基本而共同的手段，是人类在崖壁或器物上运用简单

的图形勾勒物象的手段。后来绘画的表现手段日益丰富起来，尤其是当西方绘画中的线逐渐

被明暗和色彩所湮没取代后，更是失去了它独立的审美价值。马蒂斯曾说：“如果线条是诉

诸于心灵的，色彩是诉诸于感觉的，那你就应该先画线条，等到心灵得到磨练之后，它才能

把色彩引向一条合乎理性的道路”。线的运用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内心支配的，它成为我们心

灵与物象美沟通的媒介。 

线描的表达，必须在没有线的物象中提炼、抽象、概括出来，而这种提炼与抽象，就有

主观观念的介入，修养与气质的介入，文化品位的介入。难怪线描的个性感强，表现力强，

艺术气质味便浓。线的价值在于它擅长表现形象的自由性、独立性，它的清晰和简略，还有

它在视觉中的流畅感与韵律感。以下简单介绍线的几个特点： 

1、线的造型性：线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它将繁杂的对象单纯化，肯定地、简约地将物

象的结构与形象的特征勾画出来，从而避免了去描绘物象繁杂的细节。但是，正是因为它较

强的概括力，使其具有较大的难度，它需要肯定、精确，而不是似是而非的把握与运用。以

单纯的手法表现出对象丰富的内容，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组织画面能力，即以线造成复杂

结构的能力。 

2、线条的变化和组合：线条本身的变化不大，只是靠线的长短、粗细及点（点，也可

看成是短线）的组合来形成丰富的变化。在表达形象时有长线则必有短线，相反运用短线时

一定要有长线的辅助，以此呈现出一种疏密对比强烈、富有节奏感的视觉式样。东晋顾恺之

的《女史箴图卷》、唐宋石刻造像均是以密集的线条构成特殊的画面效果，形成饱满，有量

感的画面。粗与细、轻与重、虚与实的线条是这些艺术家塑造形象的基本手段，也是形成线

条丰富变化的主要方法。此外，线条本身也会根据工具的不同把握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化和

风格效果，并因它的轻重、虚实处理的不同而表现出对象的不同质感与空间形态。 

3、线条的表现性：线作为绘画语言中的一种表现符号，以其简略、清晰、单纯而富于

流动感的特性常为艺术家所运用。线条有很强的形式因素和情绪性（如行书、草书），流畅

自如，飘逸而有动感的线条能传递轻松愉快的信息，而短促、粗壮、凝重的线条则流露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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邃、雄健或沉重的痕迹。运用线条既要表现出物象的结构关系，如质感和量感（粗。细、刚、

柔对比，疏密对比）以及空间感（强弱。虚实对比）的表达，又要注意情绪的传达和线条本

身的趣味性。 

二、壁画中的线描 

1、线的认知、感知和表现，是东方艺术独具的语言和审美传达。 

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线一直是绘画的基本表现手段，并发展成为具有哲学理念和审美理

想的独立的艺术形式。众所周知，中国绘画的基础是文字，文字则是由线条所组成，这种线

条的运用，我们在殷商的龟甲书契、铜器铭刻纹样中都能见到，且已有颇为精巧的表现，是

为上古绘画样式技法的一种有力的旁证。早在汉代的诸种遗物上，线及空间的利用在多数画

像石中还是有浓厚的力量传达。如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和嘉祥县武氏祠，前者是阴刻，用阴刻

的线条来表示眉目衣褶，粗重中见飘逸；后者在人物、楼台、器具以外的空间，则故意刻低

一层，类似于薄肉浮雕，浑厚刚健。 

在敦煌壁画的造型海洋中，用笔生动的线描作品更是俯拾皆

是。莫高窟虽历时已久，许多变色剥落后的人物只存一头、一手

或一脚、半身，但只要仔细观察其未变色的轮廓线，就会发现其

造型研美、隽雅、无与伦比。唐代伟大的艺术巨匠们能通过对毛

笔的自由支配，将轻重、徐急、提按、使转等各种技法所描画出

的线条组合在一起，就像一首旋律起伏的交响乐，惟妙惟肖地表

现出所绘之物间不同的资质。尤其是人物的晕染，将唐代运笔粗

狂豪放的圆圈晕染变为合理而细腻柔和的晕染，使其与面部肌肉的起伏相结合，线描显得更

加秀劲莹润，如春蝉吐丝，如行云流水，技巧之纯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而随着岁月

的流逝，部分颜色发生了变化，浓重灰暗的色彩逐渐掩盖了线的形态和造型，意外产生了另

一种浑厚朴拙的艺术效果。 

再审视山西永济永乐宫元代道教壁画的重新发现，使人们又

一次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生命力有了更深的了解。其题材之丰富，

画技之高超，除了继承唐、宋以来优秀的绘画技法之外，又

融汇了元代的绘画特点，从而形成了永乐宫壁画的独特风格，

成为元代寺观壁画中最为引人入胜的一章。永乐宫壁画在艺

术上巧妙地利用了寓动于静的构图方法，组成宏阔的构图，

形象之间顾盼有神，表现出传统线描艺术的高度成就。其描法比较丰富，“线”的类型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4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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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齐全，作画者从实际出发，通过线的节奏、错落、虚实等排列组合的变化，很好地表现

了物象的质感。有的寥寥几笔就将画面勾画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有的细画密描，却并不

繁琐累赘、节外生枝。飘舞的丝带，当风的衣袖，流动的彩云，各种人物的神情风韵，都通

过线的运动，生动地跃然壁上，给人以灵魂上的洗礼。 

2、东西方艺术之间的借鉴与融合 

西方油画是以光与影来立物的，以此撑起物像的“骨”。而中国画则是用线条的技法来

表现物体的，以此撑起物像的“骨”。但两种艺术并非水火不容，西方艺术大师梵高就吸取

了日本版画的线法创造了富有个性的油画作品，毕加索作品中的人与物也多有中国画线条的

支撑。 

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诸流派的画家，特别是后期印象派画家，吸收了东

方艺术的特点，在画中重视线的运用，注意抓住对象的结构，减弱明暗关系等等，使得西方

的绘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回过头来研究这段艺术，就可以发现，欧洲的艺术家是如何

保存他们绘画艺术中色与光的优点，同时去吸纳东方艺术在线条表现上的长处，从而使西方

艺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革。这段历史，对我们如何保存我们传统艺术的精华，吸收西方艺

术的某些长处，是有启发的。 

3、线描艺术在现代壁画中的运用 

现今，线描艺术对现代壁画的发展起到了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如蔡迪安的《华夏戎诗》，壁画融汇

楚文化、吴越文化及南北文化的艺术精粹，使壁画

富有浓郁的民族艺术风采和现代审美意识。在表现

技法上吸取了我国汉化画像石、画像砖中挺拔而流

畅的沥粉线条，古拙奔放的造型基础，飘逸而雄厚

的装饰风格，使画面更具清晰与层次感，丰富了壁画的肌理效果，增强了画面的节奏和韵律。

在色彩布局上，横贯整体的红白基调中又有微妙的冷暖色变化，像音符伴随着旋律的奏鸣与

和声，给人以丰富变化的色彩情趣而产生的那种醇厚的、朦胧的美感。 

又如段兼善的《丝路友谊》。壁画以古代的重要

史迹如张骞出使、中外和亲、唐僧西行、马可波罗

东游等为主线，展现了中外人民共同发展、共同繁

荣的主题。在艺术手法上借鉴了敦煌壁画中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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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壁画的夸张手法和构图特色，融合了唐代壁画的线描技巧，用线和空白表现动态的韵律，

体现当时欢快的民族气氛。用色则单纯淡雅，以灰黄色为主调统一全画，和甘肃厅的整体气

氛相协调，体现了黄河中上游的文化特色和乡土气息。 

蔡迪安还有一幅《赤壁之战》，是线描对当代

壁画艺术发展与进步贡献力量的实证。壁画以战

争前期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为主题，战争

之中的宏大气势，飞动的火船，厮杀搏击的战船，

直至战争的终结。作者极力拓展楚文化的浪漫气质，运用大量迂回翻卷的水纹线条来表现动

荡、狂奔、激烈的江上战争，在纵横交错中，构成一种强烈的形式感，凸显“唯见长江天际

流”的雄浑气派，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手法，展现出一场磅礴的战争的全过程，叱咤风

云的博大气势使人感慨“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三、发展中国壁画以线造形的重要意义 

任何艺术形式的发展与进步，主观上都离不开两个条件，即传承与创新。现代中国壁画

的发展也是同样如此，不仅需要继承前人壁画中优秀的文化成果，又要突破现有的艺术形式

探索创新，开拓新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壁画所独有的艺术特征，一般艺术形式的发展

都是在学习、实践一种表现方法，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探索之后才会产生变化，而壁画创作从

一开始便容易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给人一种突变的感觉。因此，我们能轻易地在当代壁画

中看到传统的身影，又能看到西方或者当代艺术的影子。这种变化虽然快速，但绝非简单的

模仿，也不是勉强的拼凑，它有自身清晰的脉络可寻。随着社会建设日益腾飞，中国的现代

壁画仿佛是如梦初醒，充满生机地登堂入室了，并且越来越被人们视为社会公共艺术、环境

艺术中不可遗忘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中国现代壁画家们具有优越于许多国外同行的独特条件，这就是中国民间与传统

美术工艺中对线描艺术的重视与发展，都可以充实和运用到壁画中来，正如潘天寿先生曾指

出的那样：“艺术在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是混交时代”，不同艺术间合理的叠加与使用正是艺

术生命力不断延续的强有力保证。但也有人说：“因为壁画艺术制约于客观的功能上、审美

上、观念上、材料上、以及表现语言的不同要求，因此现代壁画艺术相较传统壁画艺术的概

念已具有了难以界定的发展”。对于此，笔者并不敢完全苟同。敝人认为，具有独特的民族

艺术面貌，同时又蕴含当代科学精神和技术进步的现代中国壁画艺术正处在百川汇流，势不

可挡的时代，有着诸多的有利条件去完善自身的外在面貌的精神内涵，尤其是当艺术家们深

入到对线的研究与实践中之后，便更能发挥壁画艺术的精髓，凸显中国壁画的风格标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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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反过来深入理解“以线造形”在中国壁画中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一个哺育与反

哺的辩证关系，值得当代壁画艺术家们的再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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