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笔花鸟论文题目参考(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工笔花鸟论文题目参考篇一

线描是中国画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工笔花鸟画的创作通常是
由画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的灵感，并由绘画将其释放出来。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线描的重要性，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线描
的内涵。线条是中国画中的基础要素，具有特殊的审美意识
和个性化表现手法，是工笔画中的重要内容。

（一）花鸟画的内涵。花鸟画是指以动植物为绘画对象的中
国画，包括花卉、蔬果、鸟兽、虫鱼等。符合中国传统美学
的理念，以写实为特点，通过寄寓、写意等方式表达自身的
所思所想，注重“人心感物，景由心造”[1]。且根据创作方
式和方法的不同，可以细分为水墨、白描、没骨等类型。

（二）工笔花鸟画。工笔花鸟画不但是中国艺术的精华，同
时也是世界艺术中令人称赞的明珠，是中国画中的重要流派，
拥有较长的发展历史[2]。其主要描绘的对象为自然界中的草
木、花鸟、虫兽等。从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起源
于唐代，在五代逐渐成熟，两宋是其发展作为鼎盛的时代。
工笔花鸟画主要是利用毛笔、颜料在宣纸或矾绢进行花鸟画
创作的一种特殊画作。工笔花鸟画多以线描进行造型勾勒，
表现方法较为工整、细致，先进行线描、再进行上色，色彩
艳丽，具有装饰性。在花鸟造型勾勒的过程中，先进行白描，
将造型勾勒出来，然后通过不同染色技巧（包括分染、罩染、
点染、碰色等技巧）的应用，赋予画作色彩，达到活灵活现、
色调浓重传神的视觉效果[3]。



（三）工笔花鸟画中的线描艺术。线条是构成工笔花鸟画的
基本要素之一。工笔花鸟画作为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重要
分支，“勾勒填色”是该流派的重要特征。勾勒线条是工笔
花鸟画造型塑造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古今中外画家创作的
重要方法[4]。

（一）线条语言追求单纯、朴素。通过不同类型和变化的线
条能够表现造型的不同质感、气度和神韵，同时能够将画家
的情感和思想置于其中。因此，工笔花鸟画中的线描艺术，
不仅仅是造型的塑造，同时也是画家绘画技术与情感思想的
融合，或豪放、或含蓄、或简朴、或细致等。线描是工笔花
鸟画创作中的重要环节，不同时代的不同画家有着不同的线
描特点[5]。

（二）以形传神。中国画对于线条的勾勒有不同的方法，例
如对于下笔方法就有中锋、侧锋、顺锋、逆锋等；从线条勾
勒方法就有轻重、长短、粗细、曲直、转折等；从表现手法
来说有虚实、疏密、繁简等。再加上墨水的浓淡，能够提升
画作的美感。“骨法用笔”是中国传统线描造型常用的方法
之一，在工笔花鸟画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画作讲究
“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是指不但要写实，还要将情
感融入其中，通过运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将事物的神态和形态
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对丰富内涵的追求，让意蕴成为中国传
统画作的审美方式，让工笔画的线条造型具备独特的审美特
点和个性表达。画家不能局限于事物外在的形象，而是要从
事物的本质出发，发挥想象，或夸张、或隐喻、或突出，结
合画家的思想情感进行想象，从而让画作具有特点。

（三）富有艺术感染力。线描是工笔画的特殊语言，凸显了
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春蚕吐丝”、“吴带当
风”、“高古游丝描”等技术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总结、概
括得到的线描方法，是线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传统绘画技术之一。线描对于画家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具
有较高的要求，其作用不仅局限于塑形的限制，而是通过造



型的变化，表达画家的思想情感、艺术内涵的重要方法。

（四）追求个性。线条的变化多种多样，主要通过神韵、动
感将事物的外形和内涵表现出来。书法是一种纯粹的线描艺
术，将线条的优美发挥到极致，而中国画则是建立在书法的
基础上，通过线条的多边形，赋予线条独特的审美价值。现
代工笔花鸟画中对于线描的应用可谓是多种多样，或坚持传
统用色、或线与色想补、或通过线描勾勒为主，通过适当的
淡墨薄染来凸显画作的内涵。

文章首先介绍了工笔花鸟画的内涵，然后对当代工笔花鸟画
线描艺术的特征进行总结，旨在推动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发展。

工笔花鸟论文题目参考篇二

资料摘要：审视20世纪工笔花鸟画教学的问题，其实质是工
笔花鸟画作为一个独立画种的生存发展问题。如何建立具有
特色的工笔花鸟画现代教学体系？其关键在于重建中国现代
艺术的价值标准，在本土文化的积淀中构筑中国现代艺术的
精神根基。

工笔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和衍变经历了一
段漫长的历史过程。直面中国工笔花鸟画的现状，我们必须
把目光回归到中国画教学的本体上来。在众多架下艺术公然
来袭的今日，给工笔花鸟画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我
们在对待传统艺术的方式上，显得尤为暧昧。如何对待传统、
研究传统、怎样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成了工笔花鸟画领
域中最具实质性的课题。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建立具有中国画
特色的教学体系、重塑中国画的传统根基，是我们最应当思
考的问题。

笔者前段时间有幸进行了工笔花鸟画的教学实习工作。在与
本科学生的教学对话中，笔者深深体会到当下工笔花鸟画教
学工作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市场运作手段向艺术创作研



究领域的渗透等等。我们的工笔花鸟画教学是否还要一味躺
在中国画教育的这张温床上呢？从“山重水复疑无路”
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已不单纯是一个艺术视角转
换的问题，仅有深刻意识到工笔花鸟画的现实问题――机遇
与挑战，做好一系列的转型期的工作，也才有可能到达“千
树万树梨花开”的大好形势。单从工笔花鸟画教学的角度上
看，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和想法。

工笔花鸟画教学，首先，应要求学生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建
立一个良好的基础体系是工笔花鸟画教学的前提。我们应当
看到，当下的美术专业高考在必须程度上存在一些不足，素
描、色彩、速写的考试固然有助于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如提
高造型本事等。但作为进入美术类专业高校后选择国画专业
的学生却不无遗憾，中国画的专业基本功以及专业的表现技
法在这类学生面前几乎是一张白纸，这相应给我们的工笔花
鸟画教学带来了难度。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相对薄弱，如
何“借古以开今”？作为中国画教学的主要途径――“中西
合璧”更是无从谈起。在进入中国画专业之前，有意识地进
行相关资料的训练和建立必要的国画专业性质的考核制度，
是十分有必要的。

其次，工笔花鸟画教学的关键是加强传统文化研究，注重学
生的理论基础知识方面的修养。这不仅仅是工笔花鸟画所在
系科，各个艺术系科都应引起重视。当代一些学生对传统的
理解和学习上存在着严重的断代。一方面是对国学和传统知
识的缺乏，一方面是外来因素的干扰：苏氏写实主义的创作
思想、契氏素描、普及性的宣传要求等等，将中国画的传统
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工笔花鸟画教学
的一大利器。正如传统画论是中国画教育的重要一环，教师
的传授分两部分：一教画理，二教画法。中国画的最高旨意
应当是“道技合一”，工笔花鸟画教学更是如此。在教学过
程中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必须把传统文化、时代精神、
当下生活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笔墨当随时代”，要具有
现实观照的艺术涵养。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古代画论



是中国画理论建设之本。

再次，我们当下的教学模式一般是临摹――写生――创作三
步曲。其中花鸟画写生是工笔花鸟画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临摹与创作的逻辑纽带。重视写生甚至崇拜写生，是20世
纪中国绘画和绘画思想的一大特色。李可染先生就曾
说：“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用最大功力打出来。”应当说，
写生是对客观世界的再认识的过程，也是画家深入生活、认
识生活、表现生活的创造性艺术实践的过程。重视写生，直
面自然，与自然对话，要勇于打破以往以经验传授、临摹为
主的学习手段。要把写生作为本土文化生命的载体，当应对
物象时，中国画的造型、笔墨均来自人生的经历和对文化的
体验，它的表现形式是以生命形象的结构蕴藏着一个民族、
一个群体的文化、生命和智慧，力求构筑起融传统艺术精神
与时代性于一体的民族美术形态。

不可否认，长期的专业训练、造型知识的培养以及理论的日
益积淀，是学生日后创作水平提高的一个良好显现。在教学
过程中，工笔花鸟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应更多结合当下
的现实生活和审美特点。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提倡的“拿来主
义”，笔者认为在花鸟画教学中这一点是尤应引起重视的。
不但要“拿”当代与传统的精华，更要“拿”国外的优秀作
品加以借鉴和学习。我们的关键在于接纳哪一块并“为我所
用”的问题。客观冷静地应对西方，研究和吸纳西方文化艺
术中的先进因素，将其融化在中华文化艺术的血脉中，生成
中华文化艺术蓬勃的动力，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及学子的职责。
同时，创作不是单纯的创意和构思，我们的每一次临摹、每
一次写生都能够看作是创作的积淀。其实工笔花鸟画教学的
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创作，以创
作带动新技法和新画材为原则进行学习。这就要求学生要最
大限度地离开艺术的功利性，进入精神的高度自由状态，带
着诚意地表现自我，才更有可能出现好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
潮；这是从理性走出的状态，是无法而法之后人与自然的迹
化。



与此同时，工笔花鸟画教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
学生认识到中国画精神，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蒋
采苹教师在其《中国画系教学提议》一文中提出了四点提议：
一、恢复画论课。二、恢复古典诗词和古文课。三、开设中
国画构图学课程。四、开设画材学课程。这种合理而又及时
的提议无疑给我们的工笔花鸟画教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总之，从本科层面上来看，工笔花鸟画教学要把握好这四个
基础：造型基础、专业基础、创作基础、理论基础。仅有切
实抓好这四大基础，才是工笔花鸟画教学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画的生命线，思变与恪守之争所引发的新
艺术形式及语境的表现，是赋予每一个花鸟画教学者的时代
使命。站在本土化的精神立场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工笔花鸟
画的前景会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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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花鸟论文题目参考篇三

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不断经过推陈出新，逐渐凭借其完善的
绘画语言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并且已经
成为当代中国画的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增
添了许多不一样的色彩，因此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的着色工
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对艺术追求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需要更新颖、更丰富的当代画作着色技术，这就
给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的设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不断改进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的设色技术，成为提升中国画
质量、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继承、发扬传统工笔花鸟画

工笔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它与写意花
鸟画相对应，通过中国特制的毛笔、中国画颜料，在专用的
熟宣纸或矾绢上进行严谨精致花鸟画创作，这在我国有着十
分悠久的历史。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上都有很多关于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的描绘。到了魏晋南北
朝，卷轴画上逐渐使用了丰富的色彩进行装饰。如果单从工
笔花鸟画这一独立分科来说，它“始于唐代，成熟于五代，
鼎盛于两宋”，虽然在明清时期水墨画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工笔花鸟画的发展，但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工笔重彩
花鸟画在当代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尤其在色彩方
面，传统的着色技术在当代画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工笔花
鸟画对色彩的使用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二）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的绘画着色经验

随着中国传统绘画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工笔花鸟画逐渐成
为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随着国内外艺术交
流的不断加深，国外绘画的着色技术对中国工笔重彩花鸟画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现代重彩画是传统工笔重彩在现代
文化和审美条件的变革和发展下产生的一个新画种，而在工
笔重彩花鸟画发展的漫长时期内，一些画家开始学习国外的
色彩理论，其中色彩明暗法和透视法的使用使我国工笔花鸟
画的色彩应用水平有了不小的提升，很多作品都融入了西方
绘画中的色彩观，加入了光学原理，结合我国的传统色彩技
巧，创作出一幅幅佳作。

（一）大胆自我，突出个性

工笔花鸟画是我国重要的绘画流派，具有高度浓郁的东方气
质和悠久的文化背景，但绘画艺术的价值之一便是体现它所
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满足现实中人们对精神生活或艺术世界
的追求，当代工笔花鸟画作者们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绘画创



作也不再一味模仿前人成功的模式，越来越多地结合当代的
思想观念和审美需求。众多画家从各自不同的环境中汲取创
作灵感，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寻找表达自我艺术追求的元素，
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绘画语言和色彩风格。比如著名花鸟
画家江宏伟在不断学习传统着色方法的过程中以自身对花鸟
及色彩的理解和热爱，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色彩旋律，为
工笔重彩花鸟画的革新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二）强调肌理在画面中的表现

对肌理的描绘是当代工笔花鸟画中表现色彩的一种主要的形
式，肌理造成的特殊效果给工笔重彩花鸟画提供了不小的创
作优势，这可以为工笔花鸟画提供大面积的、快速便捷的色
彩效果。工笔花鸟画中的肌理可以充分利用柔韧度不同的画
纸和透明度不同的颜料，经过作家的揉、折、压、叠、刷等
工艺，逐渐形成厚薄变化、明暗变化、虚实变化、冷暖变化
等丰富的色彩感觉。有别的肌理色块形成了丰富的具备节奏
和韵律的色彩语言，厚薄颜色的对比，让虚实对比显得更为
浑然天成。因此，描绘肌理逐渐成为当代工笔山水画中常用
的色彩表现形式。

（三）色彩环境随题材变化不断改变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工笔花鸟画是承载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
活的工具，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外来艺术气息
的冲击，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作家们所面临和理解的审美客
体的范围越来越广，绘画的题材和画面体现的元素也更加丰
富，色彩环境随着题材的扩展而不断延伸。在当代日渐开放
的艺术环境下，工笔花鸟画绘画题材的种类不断扩展，世间
万物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素材，对色彩的描绘和把握也随之扩
展，越来越多的色彩环境融入到画作之中，给工笔重彩花鸟
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继续深化前人花鸟画色彩塑造的经验



宋代可以说是工笔花鸟画十分鼎盛的一个时代，很多画家初
涉工笔重彩花鸟画，就是从临摹宋代的一些著名画作开始的，
而众多宋代的艺术精品在各个艺术刊物上的登载、亮相，更
是说明了人们对宋代画作的情有独钟与崇拜。在艺术不断推
陈出新的当代，民众的审美需求不断扩大，艺术观念相对匮
乏，这就需要人们要不断审视过去，全面思考对于古典画作
的继承。宋代工笔重彩花鸟画的写实性是其最大的魅力，强
调对自然万物美好本质的理解和感悟。当代画作家们需要不
断地对万物之美进行提炼和升华，才能呈现出生活真趣和如
诗画境。

（二）深化对民间艺术色彩的应用

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创作中重要的文化资源，它是我国
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具备鲜明的艺术特色。民间艺术是平
民大众为增加自己娱乐休闲活动的趣味性和装饰性而发明的
单纯、开放的艺术形式，平易近人、生动活泼、单纯明快是
其显著的特点。普通大众思想质朴单纯，民间艺术在画面色
彩的表达上也大胆奔放，追求醒目、耀眼的视觉效果，这对
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的色彩渲染来说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对
于丰富画面色彩的可读性与趣味性，满足大众对画作的追求
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不断学习、借鉴西方科学的色彩理论

近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留学归来后认为必须有选择地借鉴、
融合西方的绘画语言，才能让中国画重新振作，这在当代也
同样适用。西方的科学色彩观等设色方式对中国当代的工笔
重彩花鸟画的色彩设计有着深远影响。为防止色彩单一，西
方绘画普遍使用复合色和逆光、侧光、光影等固定光源的表
现手法，用冷暖对比变化来强调色感。国外绘画中光与色产
生的特殊魅力是色彩的一个新的视觉要素，有效的借鉴和吸
收可以为中国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的设色增添新的视觉美感
和生命活力。



色彩是一幅画里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在工笔重彩画的
创作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色彩的应用，而工笔重彩花鸟画要
直接展现出大自然中的缤纷绚丽，萧疏雅意，这就更需要通
过色彩来转换作者对大自然的感悟，因此工笔重彩花鸟画色
彩的设计就成为画作创作中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这也是
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要求。我国工笔重彩花鸟画的
创作经过不断改进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创作者对色彩的认知
也有很大提升，但在实际设色方面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提高当代画作质量之路任重而道远。

工笔花鸟论文题目参考篇四

审视20世纪工笔花鸟画教学的问题，其实质是工笔花鸟画作
为一个独立画种的生存发展问题。如何建立具有特色的工笔
花鸟画现代教学体系？其关键在于重建中国现代艺术的价值
标准，在本土文化的积淀中构筑中国现代艺术的精神根基。

工笔花鸟画作为中国画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和衍变经历了一
段漫长的历史过程。直面中国工笔花鸟画的现状，我们必须
把目光回归到中国画教学的本体上来。在众多架下艺术公然
来袭的今日，给工笔花鸟画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我
们在对待传统艺术的方式上，显得尤为暧昧。如何对待传统、
研究传统、怎样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成了工笔花鸟画领
域中最具实质性的课题。用一种什么方式来建立具有中国画
特色的教学体系、重塑中国画的传统根基，是我们最应当思
考的问题。

笔者前段时间有幸进行了工笔花鸟画的教学实习工作。在与
本科学生的教学对话中，笔者深深体会到当下工笔花鸟画教
学工作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如：市场运作手段向艺术创作研
究领域的渗透等等。我们的工笔花鸟画教学是否还要一味躺
在中国画教育的这张温床上呢？从“山重水复疑无路”
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已不单纯是一个艺术视角转
换的问题，仅有深刻意识到工笔花鸟画的现实问题――机遇



与挑战，做好一系列的转型期的工作，也才有可能到达“千
树万树梨花开”的大好形势。单从工笔花鸟画教学的角度上
看，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和想法。

工笔花鸟画教学，首先，应要求学生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建
立一个良好的基础体系是工笔花鸟画教学的前提。我们应当
看到，当下的美术专业高考在必须程度上存在一些不足，素
描、色彩、速写的考试固然有助于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如提
高造型本事等。但作为进入美术类专业高校后选择国画专业
的学生却不无遗憾，中国画的专业基本功以及专业的表现技
法在这类学生面前几乎是一张白纸，这相应给我们的工笔花
鸟画教学带来了难度。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相对薄弱，如
何“借古以开今”？作为中国画教学的主要途径――“中西
合璧”更是无从谈起。在进入中国画专业之前，有意识地进
行相关资料的训练和建立必要的国画专业性质的考核制度，
是十分有必要的。

其次，工笔花鸟画教学的关键是加强传统文化研究，注重学
生的理论基础知识方面的修养。这不仅仅是工笔花鸟画所在
系科，各个艺术系科都应引起重视。当代一些学生对传统的
理解和学习上存在着严重的断代。一方面是对国学和传统知
识的缺乏，一方面是外来因素的干扰：苏氏写实主义的创作
思想、契氏素描、普及性的宣传要求等等，将中国画的传统
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工笔花鸟画教学
的一大利器。正如传统画论是中国画教育的重要一环，教师
的传授分两部分：一教画理，二教画法。中国画的最高旨意
应当是“道技合一”，工笔花鸟画教学更是如此。在教学过
程中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必须把传统文化、时代精神、
当下生活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笔墨当随时代”，要具有
现实观照的艺术涵养。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古代画论
是中国画理论建设之本。

再次，我们当下的教学模式一般是临摹――写生――创作三
步曲。其中花鸟画写生是工笔花鸟画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临摹与创作的逻辑纽带。重视写生甚至崇拜写生，是20世
纪中国绘画和绘画思想的一大特色。李可染先生就曾
说：“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用最大功力打出来。”应当说，
写生是对客观世界的再认识的过程，也是画家深入生活、认
识生活、表现生活的创造性艺术实践的过程。重视写生，直
面自然，与自然对话，要勇于打破以往以经验传授、临摹为
主的学习手段。要把写生作为本土文化生命的载体，当应对
物象时，中国画的造型、笔墨均来自人生的经历和对文化的
体验，它的表现形式是以生命形象的结构蕴藏着一个民族、
一个群体的文化、生命和智慧，力求构筑起融传统艺术精神
与时代性于一体的民族美术形态。

不可否认，长期的专业训练、造型知识的培养以及理论的日
益积淀，是学生日后创作水平提高的一个良好显现。在教学
过程中，工笔花鸟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应更多结合当下
的现实生活和审美特点。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提倡的“拿来主
义”，笔者认为在花鸟画教学中这一点是尤应引起重视的。
不但要“拿”当代与传统的精华，更要“拿”国外的优秀作
品加以借鉴和学习。我们的关键在于接纳哪一块并“为我所
用”的问题。客观冷静地应对西方，研究和吸纳西方文化艺
术中的先进因素，将其融化在中华文化艺术的血脉中，生成
中华文化艺术蓬勃的动力，是我们每一位教师及学子的职责。
同时，创作不是单纯的创意和构思，我们的每一次临摹、每
一次写生都能够看作是创作的积淀。其实工笔花鸟画教学的
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创作，以创
作带动新技法和新画材为原则进行学习。这就要求学生要最
大限度地离开艺术的功利性，进入精神的高度自由状态，带
着诚意地表现自我，才更有可能出现好的艺术作品和艺术思
潮；这是从理性走出的状态，是无法而法之后人与自然的迹
化。

与此同时，工笔花鸟画教学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
学生认识到中国画精神，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蒋
采苹教师在其《中国画系教学提议》一文中提出了四点提议：



一、恢复画论课。二、恢复古典诗词和古文课。三、开设中
国画构图学课程。四、开设画材学课程。这种合理而又及时
的提议无疑给我们的工笔花鸟画教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总之，从本科层面上来看，工笔花鸟画教学要把握好这四个
基础：造型基础、专业基础、创作基础、理论基础。仅有切
实抓好这四大基础，才是工笔花鸟画教学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画的生命线，思变与恪守之争所引发的新
艺术形式及语境的表现，是赋予每一个花鸟画教学者的时代
使命。站在本土化的精神立场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工笔花鸟
画的前景会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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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笔花鸟论文题目参考篇五

线描是中国画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工笔花鸟画的创作通常是
由画家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的灵感，并由绘画将其释放出来。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线描的重要性，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线描
的内涵。线条是中国画中的基础要素，具有特殊的审美意识
和个性化表现手法，是工笔画中的重要内容。

（一）花鸟画的内涵。花鸟画是指以动植物为绘画对象的中
国画，包括花卉、蔬果、鸟兽、虫鱼等。符合中国传统美学
的理念，以写实为特点，通过寄寓、写意等方式表达自身的
所思所想，注重“人心感物，景由心造”[1]。且根据创作方
式和方法的不同，可以细分为水墨、白描、没骨等类型。



（二）工笔花鸟画。工笔花鸟画不但是中国艺术的精华，同
时也是世界艺术中令人称赞的明珠，是中国画中的重要流派，
拥有较长的发展历史[2]。其主要描绘的对象为自然界中的草
木、花鸟、虫兽等。从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起源
于唐代，在五代逐渐成熟，两宋是其发展作为鼎盛的时代。
工笔花鸟画主要是利用毛笔、颜料在宣纸或矾绢进行花鸟画
创作的一种特殊画作。工笔花鸟画多以线描进行造型勾勒，
表现方法较为工整、细致，先进行线描、再进行上色，色彩
艳丽，具有装饰性。在花鸟造型勾勒的过程中，先进行白描，
将造型勾勒出来，然后通过不同染色技巧（包括分染、罩染、
点染、碰色等技巧）的应用，赋予画作色彩，达到活灵活现、
色调浓重传神的视觉效果[3]。

（三）工笔花鸟画中的线描艺术。线条是构成工笔花鸟画的
基本要素之一。工笔花鸟画作为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重要
分支，“勾勒填色”是该流派的重要特征。勾勒线条是工笔
花鸟画造型塑造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古今中外画家创作的
重要方法[4]。

（一）线条语言追求单纯、朴素。通过不同类型和变化的线
条能够表现造型的不同质感、气度和神韵，同时能够将画家
的情感和思想置于其中。因此，工笔花鸟画中的线描艺术，
不仅仅是造型的塑造，同时也是画家绘画技术与情感思想的
融合，或豪放、或含蓄、或简朴、或细致等。线描是工笔花
鸟画创作中的重要环节，不同时代的不同画家有着不同的线
描特点[5]。

（二）以形传神。中国画对于线条的勾勒有不同的方法，例
如对于下笔方法就有中锋、侧锋、顺锋、逆锋等；从线条勾
勒方法就有轻重、长短、粗细、曲直、转折等；从表现手法
来说有虚实、疏密、繁简等。再加上墨水的浓淡，能够提升
画作的美感。“骨法用笔”是中国传统线描造型常用的方法
之一，在工笔花鸟画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画作讲究
“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是指不但要写实，还要将情



感融入其中，通过运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将事物的神态和形态
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对丰富内涵的追求，让意蕴成为中国传
统画作的审美方式，让工笔画的线条造型具备独特的审美特
点和个性表达。画家不能局限于事物外在的形象，而是要从
事物的本质出发，发挥想象，或夸张、或隐喻、或突出，结
合画家的思想情感进行想象，从而让画作具有特点。

（三）富有艺术感染力。线描是工笔画的特殊语言，凸显了
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春蚕吐丝”、“吴带当
风”、“高古游丝描”等技术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总结、概
括得到的线描方法，是线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传统绘画技术之一。线描对于画家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具
有较高的要求，其作用不仅局限于塑形的限制，而是通过造
型的变化，表达画家的思想情感、艺术内涵的重要方法。

（四）追求个性。线条的变化多种多样，主要通过神韵、动
感将事物的外形和内涵表现出来。书法是一种纯粹的线描艺
术，将线条的优美发挥到极致，而中国画则是建立在书法的
基础上，通过线条的多边形，赋予线条独特的审美价值。现
代工笔花鸟画中对于线描的应用可谓是多种多样，或坚持传
统用色、或线与色想补、或通过线描勾勒为主，通过适当的
淡墨薄染来凸显画作的内涵。

文章首先介绍了工笔花鸟画的内涵，然后对当代工笔花鸟画
线描艺术的特征进行总结，旨在推动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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