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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教学中对张大千泼墨技法的几点解读

屈一锋
江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张大千是近现代著名的国画大家之一，他的作品既有中国大写意绘画的表现形式，又有小写意绘画的特

点，尤其是他的泼彩画，以泼彩山水绘画为主，也有泼彩花鸟画，他的作品不仅表现出了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用笔

用墨的笔法，也有泼彩绘画的随意与自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本文对张大千独有的泼彩绘画的技法进行了分析

解读，并把这些技法在水彩画的运用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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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1899年出生，1983年去世，他是四川人，但
原籍是广东人。张大千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他的人生

经历丰富，是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典型绘画风格的人物。*

张大千一生丰富多彩，在绘画当年，无论人物画，

山水画，花鸟画都出类拔萃、这和张大千的刻苦学习临

摹前人的绘画成果，他的书法、篆刻也有自己的风格，

遒劲有力，他的画有文人画的诗书画印，也有现代派的

抽象表达。

张大千20多岁时就对前人的作品研究学习，慢慢的在
山水画中有了他自己的风格，后张大千旅居海外，他的中

国画基础，工笔渲染和写意结合，又受西方绘画重色彩、

色块表达。中国绘画的水墨和色彩表达融为一体，尤其是

泼墨与泼彩画的结合，开创了新的绘画风格。

中国画表达丰富多彩，画家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

验，已经形成他自己独特审美理念，从张大千画中我们

可以看到张大千的人生旅途，他豁达的人品、开朗的性

格、博大的胸襟和人生经历，情感体验。

张大千的作品有抽象现代的一面，也有和传统绘画

相结合的一面，如何理解张大千的作品的表达内容？他的

“自我”情感表现在什么样的意境中？作品技法怎样？

本文通过对张大千的作品的技法分析，解读张大千

情感表达符号，通过墨的干湿浓淡，笔法描绘，通过色

彩丰富层次，表现了张大千“自我”精神的“真实”，

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1��张大千泼彩画的来源

张大千除了绘画，兴趣爱好广泛，他对书法，诗

词，音乐，戏曲以及篆刻等领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研

究。我们知道:艺术是相通的，不同的艺术门类又是可以
相互借鉴的，学习不同艺术门类的表达方式，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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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的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又可以成为张大千艺术

风格的来源。

1.1  张大千广结师友
张大千先后与齐白石、徐悲鸿、毕加索等国内外艺

术大师交流学习。齐白石的用笔用墨，意趣表达，既有

孩童般情趣又有中国绘画对笔墨的灵活运用，在生活

中一切客观对象，都成了齐白石的绘画表达的主要内

容，齐白石充满童趣的思维方式，这一切都让人心情愉

悦；徐悲鸿有中国画坚实的根基基础，他的用笔用墨洒

脱，尤其是后来去欧洲对西方绘画，尤其是油画的写实

技法的学习和运用，让张大千开了眼界；毕加索的现代

立体派，对表现对象的分解和重组，从不同角度观察表

现对象，这一切都对张大千的创作风格形成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

1.2  学习不同艺术门类
张大千作品中有工笔画的工整、写实，又有文人画

的用笔用墨，诗书画印结合，同时，张大千对中国民间

艺术的对比色彩的表达，都在张大千的作品中体现出

来。他的书法灵动遒劲有力，诗词豪放洒脱。

张大千在早期，中年时期临摹了大量中国古典作

品，他逐一研究各朝各代的绘画作品，从临摹到仿作然

后到伪作，后来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临摹效果。

张大千晚年时创作了大量泼墨泼彩画法，他的泼墨泼

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泼墨画的基础上，融入西方绘画

的光影表达，色块表达，用中国工笔青绿山水画的色彩，

采用泼彩绘画形式，创作出来的一种既有中国画的特色，

又有西方色彩表达的带有抽象意境的中国画风格。

这种风格既有中国大写意绘画的随意，自然，又有

细节的表达，既有中国绘画的工笔青绿山水画的青绿色

彩，又有西方绘画光影的表达，西方绘画的色彩层次丰

富又有自己特色的色彩语言表达符号。这是他对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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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和笔墨的灵活运用的体现。

1.3  对敦煌壁画的学习借鉴
张大千曾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学习研究敦煌壁画，敦

煌壁画对他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张大千对

敦煌壁画的学习临摹，对他泼墨泼彩绘画技法的形成有

着直接的影响。

可以说敦煌壁画对张大千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关

键性的借鉴作用，是张大千风格形成的转折点。

张大千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大量佛教人物绘画的临

摹，让他喜爱敦煌壁画的美，表达壁画的神奇，他临摹

壁画的篇幅巨大，人物形象以色彩表达为主，这些人

物。环境以青绿色为主色调，后来形成了张大千对他山

水画中的高士图的喜爱，他山水画中，松树下，有的高

士就是以张大千自己为绘画对象，表达了张大千隐居的

心理活动，也表现了张大千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1.4  积极向上的开朗性格
张大千生于乱世，他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个有着

丰富人生阅历的人。他的一生都保持着欢快愉悦性格，

笑对天下是他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他的这种精神状态

也同样表现在他的画中，融入在他的绘画风格里。

他的作品色彩不仅丰富，尺寸巨大，有的毛笔堪比

生活中的“拖把”一样的尺寸，看出他把对生活的热爱

用大山大水大笔表达出来，很难想象如果张大千没有

一个大的胸怀，很难把他对生活的热爱，通过“世外桃

源”描绘出来。

2��张大千泼墨泼彩山水画的境界

张大千独创的泼彩山水画技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

传统泼墨的绘画技法和审美表达，

2.1  “世外桃源”
张大千的泼墨泼彩表达的是自己心中的世界，是他

自己营造的世外桃源，自由、随意、美丽，而且可居、

可游、可望、可行，让看到张大千泼彩山水画的人为之

向往。

张大千对明末清初“四画僧”之一的石涛的“搜尽

奇峰打草稿”融入在他的生活中，他二十多岁开始云游

四海，后来在国外的日子里，他继续游览世界各处名山

大川，用心去体会，感受，把他记忆和理想的“世外桃

源”境界，将自然山水融入自己泼彩山水画中。

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山水不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山水的

真实再现，而是张大千心中的世界的体现，把他的所见所

闻，把他的记忆都融入到他的“世外桃源”山水画中。

2.2  大写意与小写意
泼墨画法是国画的一种画法，用笔蘸墨大片的洒在

纸上或绢上，用笔推出画出物体形象，墨如泼出，泼墨

是一种大写意的画法，有墨破色，也有色破墨，将色彩

和水墨相交融，表现出画家自己的内心山水世界。

张大千在泼墨基础上加入泼彩绘画形式，在画面快

干时，还有干的时候加入小写意的笔墨，这些笔墨是根

据泼墨中自然留出的空白处下笔，也可以在淡墨上加入

重墨、浓墨描绘，从中可以看出张大千的用笔用墨的小

写意表现技法。[1]

2.3  虚实相生
张大千营造的画面不仅是他自己情感的抒发，也

是他诗情画意的营造表达。他的作品画面以“虚”衬

托”实”，有青绿色与水墨相互衬托相互融合的大写意

“虚”，也有小写意的“实”的体现。

在张大千后期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虚虚

实实，他作品笔法简约的同时将有形变无形，在无形中

有自己独特的意境表达，他又将内心的具体的“实”

的世界融入了自己的画作之中，通过浓淡不同的色彩与

墨，表现出大写意与写实结合的独特世界。

2.4  色墨交融
在张大千的泼墨泼彩画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十分具

体的完整物象，他用巨大的毛笔将墨自然画在或者泼洒

在纸上，让墨自己流动，在画面上形成抽象的形状，然

后根据自己的想法用小笔表现出具体的客观物像，勾勒

出一些简单具体的物像.[2]

作品表现的山水在客观世界里其实是没有原形的，

但正是这种模仿自然山水的同时又主观创造的山水，这

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意境，才是最具有创造性的风景

画，让人为之向往、心动。

张大千改变了传统绘画中单一的以水墨为主的泼墨表

达符号，山水之形也可以被各个色块的互相融合所取代。

他用青、绿、赭石、朱砂等颜色，让其与水墨相交

融的技法，用无形的手法表现出有形的事物，形成墨色

相融的宏大境界。

2.5  水墨打底
他的山水画中，很多时候都在画面中央点上大块的

墨块或者色块，这些大面积的色块通常都不着一笔。大

面积的墨色晕染扩散，干后，他在这些大色块周围勾勒

一些山石草木房屋等，从而形成一幅完整的画。

在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山水画中，画面中央位置的大

色块是没有书法性笔墨的，而且因为泼墨泼彩的缘故，

这块墨是没有具体山形的，就是以无形来表现有形。

张大千在泼墨大墨块之间泼洒上大块青绿色彩，这

种手法在大块墨底衬托下更加鲜艳，有厚度，表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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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颜料的独特韵味。

他的画面借用了西方水彩画的裱纸方法，首先直接

的刷水、用墨、用大笔小笔直接绘画。

3��泼墨山水画的特点

3.1  水墨色一体
张大千早期创作中构图上学习石涛，在后期的创作

上，创新表现用水、墨、色表达出画家内心的理想境界。

张大千先把半生熟的宣纸打湿，这种就是水彩画中

的湿画法，因为宣纸比较薄，我们很少直接将宣纸直接

打湿再画，这样在水中将墨泼洒在宣纸上就会形成扩散

的晕染效果，然后再在墨上泼色，形成水色墨的相互交

融的效果，产生各种不同的深浅和肌理变化，创作出青

绿色山水作品。

3.2  色彩变化
石青石绿等色彩，在大写意的泼墨泼彩中，以大青

绿与小青绿的色彩的深浅与浓淡的变化，形成自己的独

特色彩风格。

张大千一般会用头绿和二绿调和，头青和酞青蓝调

和，形成鲜艳通透的绘画效果。

3.3  技法的运用
张大千将没骨画、泼墨和重彩技法结合起来，并汲

取了西方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美感因素，开创了水墨

交融、色墨交融、工笔写意表达、运用了直接绘画的没

骨色彩表达，具有创新的思维体现。

没骨画就是绘画不用勾勒线条，直接用色彩绘画的一

种形式，这是介于工笔和写意之间的一种绘画形式。 [3]

张大千独特的悟性，其创作达“包众体之长，兼南

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工笔画和写意画，民间艺

术为一体。他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具有他自己

的特点，他的画中诗文表达丰富，书法遒劲飘逸，外柔

内刚，独具风采。

张大千的画风，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

多，他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他从清朝一直到隋唐，逐

一学习研究他们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可以达到以假

乱真的效果。

张大千的画风，前期后期变化很大，张大千晚年

时，在57岁时才自创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
墨画法的基础上，融入西欧绘画的色彩光影关系，而创

新出来的一种新的山水画笔墨色彩表达符号。

4��技法分析

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和绘画风格，经历“师古”、

“师自然”、“师心”的三阶段：

40岁前"以古人为师"，40岁至60岁之间以自然为师，

60岁后以自己的内心为师。
张大千早年临摹古代大师名迹，从石涛、八大山人

到徐渭、陈淳以至宋元诸家乃至敦煌壁画，这些都是张

大千学习临摹的营养土壤。

张大千60岁后，受西方水彩画的技法启发，独创泼
彩画法才得以成熟。

那种墨彩辉映的效果使他的绘画艺术独居特色。

60岁后在传统笔墨基础上，也受西方现代绘画抽象表
现主义的启发，抽象和写实结合。水墨和色彩自然融合。

通过实验得知：

4.1  对水彩画技法的借鉴
张大千借鉴水彩画中湿画法和干画法，用在画面中

先打湿纸张，然后在用墨，然后泼彩，再用喷水的技

法，加速水的流动性。

中国宣纸较薄，很少大面积全部喷水或者刷水后再

画。西方水彩画用纸比较厚，完全可以湿画法绘画，所

以，张大千借鉴了水彩画先裱纸再绘画的方法，把半生

熟的宣纸裱好后再画，生宣扩散性太大，难以把握；熟

宣虽然适合画工笔，但扩散性比较小，用半生熟宣纸扩

散性刚刚好。

4.2  肌理的营造
张大千探索了墨中加胶的手法，用1胶3墨的比例，

在油烟墨中加入胶，使胶脱墨，形成画面中独特的自然

肌理效果。比如张大千的绘画:《野寺晨钟》、《山园骤
雨》、《爱痕湖》、《华山云海图》等作品。

比如《野寺晨钟》以泼墨为主，但墨中加入了胶，

形成山脉特有的肌理效果，在空白处加入用赭石，朱砂

调成的小房子，房子虽小但还有院落和树木围绕，后以

色破墨，在画画干后用重墨，大笔勾勒出山锋的轮廓。

4.3  矿物质色彩
张大千绘画中用的颜料均为矿物质材料，用天然材

料研磨而成，比如有绿松石，珊瑚等天然材料，矿物质

颜料有沉淀的效果，也有鲜艳不不掉色的效果。

现在张大千的作品几十年没有掉色，依然鲜艳夺目。

4.4  颜料中加入其他成分
张大千在矿物质颜料中加了矾，这样色彩就有了沉

淀，也有了肌理的变化。一般在画工笔画中会用三矾九

染，怕漏矾，没有矾，画面不能反复渲染，张大千在颜

料中加入了矾，就控制了色彩的无休止扩散性，色彩流

向可以用笔控制。

4.5  泼墨中留白
泼墨泼彩中张大千重视留白的表达，并在留白处，

根据所处位置画出湖泊、云雾，房屋、树木或者山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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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灵安静的意境，在墨的边缘用写意画法画出房屋、树

木、小船等，用工笔画法渲染出云雾效果。

白云、小桥、霞光、远山、云雾、树木、房屋、小

院、光影等都是张大千自己心中所见所闻的山水模样。

总之，张大千在探索材料的运用方面，探索出了自

己独特的方法，创新并运用在泼墨基础上泼彩的技法，

把中西绘画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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