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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写意花鸟画技法探索
李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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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绘画语言的掌握，是形成艺术家创作方法及风格技巧的关键所在，对任伯年绘画

风格及技法的形成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并有各自不同的研究特征。本文着重对形成任伯年画风

格的三个阶段及对当前中国画教学的影响做了探讨。

关键词： 国画； 任伯年； 写意花鸟； 笔墨； 设色； 造型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A B ()C# =!""! >") B "")D B "D

中国绘画史，是一条灿烂的星河，其中花鸟部分

繁若星辰，灿若云锦，让人目不暇接。写意花卉自五

代南唐徐熙开创 “野逸”画风之后、到明代的花鸟画

大师陈淳、徐渭将它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任伯年在历

代花鸟画大师的基础上，将这一独立的画种又推上

了高峰。正如中国现代绘画史所评价的那样，几乎

“所有画家的养料来自文人画传统。只有任伯年略有

例外。任伯年注重生活感受，强调题材的多面性，从

他的人物肖像、民间故事画、历史传说等作品的涉及

范围看，在当时是没有一个画家能与他匹敌的。而他

在山水花鸟方面的建树更奠定了他作为近代中国画

家中能力最全面的大师的地位。”E # F

任颐 （#A?" B #AC)），清末画家，字小楼，后改字

伯年，浙江山阴 （今绍兴）人，是 “海派画坛”创始人

之一，在竭力推崇临摹古人、画风极为沉闷的清末，

任伯年所创立的 “海派画坛”不遆是为这沉闷的环

境里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他的作品，不但以“雅俗

共赏”博得了广大欣赏者的酷爱，而且指导出了吴

昌硕等一代杰出的大画家，难怪蔡若虹先生在他的

《读画札记》里称任伯年为 “近代绘画的巨匠”E ! F，绘

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称赞他为 “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

第一人”E ! F。

对于任伯年绘画艺术的学习，以前总是在精谨

的造型、典雅的色彩和笔墨上作表面 “功夫”，我们大

多数人都极容易犯这样一个爱走极端的错误，只要

是名家的画都临摹。固然，名家的画自有他超妙之

处，我们只有有步骤、有分析地去学习去研究。才能

悟解绘画中笔和墨的关系，做到学有所用。

为了探讨任伯年写意花卉技法对我们写实传神

的训练，我们不妨将他写意花鸟画的由博采众长到

别具风格的绘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讨。

首先，是他早期写意花卉画的技法 = #AGA 年，!C
岁，来上海前后 >。这时期的写意作品，还在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尚不能以独立的面目出现。这个时候

的部分花卉作品，虽用意笔小写的手法，采用淡墨直

笔挥洒的枝杆，漫不经意、浓淡墨相间的小鸟任笔点

染，连勾带勒的花头花叶，都显示了任伯年笔法的熟

练及观察事物的精到与细微。画面属于轻松、空灵、

透明一类，但用笔赋色却不象任薰那么精气深厚。

他的《仙鹤寿柏》E ! F就是追求宋人双勾的一种画法，画

面饱满，饶有生机。柏身用笔朴拙，顿挫分明，凹处施

以淡墨烘染，更增添了柏的质感和结构，这是任伯年

作品优于别人之处。

任伯年作为艺术大师，早期作品除了上追宋元，

中取法陈氏老莲，下私淑任薰之外，虽没有资料表明

他是否还受同时代海派画家赵之谦的影响，但他作

于 #A(! 年的《花蝶图》E ! F 和《一路荣华》E ! F 两幅画，风

格颇接近赵之谦，而赵之谦的绘画风格则与他立身

官场不无关系。赵的画虽则“朴茂遒劲”为一代大家，

在海派画家中很有影响，但赵是七品县令，官场的逢

迎致使他画面用笔墨色饱满，甜味有加，干则刚健不

足，湿则绵软有余。而作为一个在画坛上初露端倪的

任伯年，要在上海这块十里洋场上站稳脚跟，以卖画

为生，自然要尝试一下这种风格，故这两幅很可能就

是尝试赵氏风格的作品。但任伯年却青出于蓝。他这

一时期的 《蕉鸡月季图》E ! F，芭蕉用笔显得单薄细嫩，

已同任薰、赵之谦的“质朴”风格拉开了距离；特别是

在设色上的善于用黑白对比与补色映衬，使这一时

期的写意花卉画个人特征已初现端倪，为我们学习

研究任氏初期风格提供了可贵的凭据，对我们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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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意花卉画的人掌握用笔和用线以及准确地观察事

物，学好兼工带写画法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来上海后的任伯年绘画进入了成熟时期，

形成了雅俗共赏、清新隽永的风格。这无疑与西画对

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宗白华先生说他“表现精深华

妙的色彩新境，为近代稀有色彩画家，令人反省绘画

原来的使命”! " #。由于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开埠，对外

通商和沦为租界，西方美术自然在这里加速了他的

传播。 “他广泛学习古人画法而能变化出新，吸取西

洋画法而善于消化吸收，对于古代传统，他能够广取

博收，远绍唐宋，近接富有创造精神的陈淳、陈洪绶、

八大山人、石涛、恽寿平、华遈。对于当时名家，如胡

公寿、王礼等⋯⋯他也有所取法。终于囊括民间绘画

的清新精能、文人绘画的意境用笔和西洋绘画适于

时代审美需要的造型观念与色彩感觉，融会贯通，自

成风格。”! $ #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任伯年的一批无记年册叶，正

是受西画水彩画影响最为典型的作品。册叶之一 !% #：画

面上白里透黄、冰青玉润的海棠花，以笔上饱蘸赭黄

色、然后再点之以白粉，这也是任伯年独特的花卉技

巧 “撞粉法”，再以淡朱笔勾花筋，以重赭石色点花蕊、

清新、活泼，叶子用大笔淡彩染成，以浓墨勾勒，黑白对

比，相映成趣，一束紫丁香，用花青由浓到淡，自然画

成，再撞以白粉，虚实相间，生动别致，叶用赭墨点成，

勾以浓筋，恰与大笔浓墨海棠分成宾主，一束纤绒花

开，鹅黄嫩绿的花瓣，丝以白粉，即有一撞即飞的感觉，

轻松而透明，也是以赭墨写细叶重墨勾筋，与海棠、丁

香成斜角构图，错落有致。册叶之二 !% #：是水边菖蒲一

类小花，叶用大笔彩墨，浓淡虚实，自然生成，嫩黄写

枝，青莲色写花，花头右向，让人似觉水边微风习习

不止；菖蒲花下以淡墨写水草，加以石绿，让人感觉

永远是那么的清新、得体；石绿上再以石青勾水草，

醒目而提神。至此，中国画的石色在任伯年的手上达

到左右逢源，以至烂熟的境地。这是任何一个画家都

很难做到的一点。而且整个画幅很有西画特点，却富

有中国画用笔的音乐般的节奏感。这批册叶共十四

幅之多，多在绢上画成，它们的特点是：用色轻快透

明，用笔活泼灵动，我觉得这批年代不详的小幅册

叶，虽是意笔却不草草，反而洒脱自然，画面富有强

烈感人的生活气息和勃勃旺盛的生命力，应该是任

伯年成熟时期的作品。这十四幅册叶，以前从未发表

过，因而许多研究任画风格的大家都忽略了任画色

彩形成的真正原因。从这批册叶上可以看出，任伯年

是一位既能吸收优秀传统，又能消化外来艺术之长

的画家，这样，才使他的画更加超群拔高，元气淋漓，

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笔下的花卉真是宛如

“风露之中折来”。画中一枝花，几根草、全是水边、道

旁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最为平凡的事物。一个强烈

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当他的技艺日臻完善的时候，生

活中的花卉、渊鱼、枯木、瘦石都会成为他笔下的题

材，在这批册叶上，中国文人画追求的那种 “意笔草

草、不求形似”对颜色的单纯淡雅和民间传统的大红

大绿既鲜明却又极富装饰的两种风格，都在画中得

到了极大的发挥：一边是精湛的笔墨技巧，一边是明

快富丽、典雅却又调和的色彩运用。这一时期的花鸟

画已渐自形成独具特色的绘画语言，明快清新、和悦

抒情，完成了勾勒与点染、墨笔与没骨融为一炉的表

现手法。如《把酒持螯图》! % #、《藤萝猫戏图》! % #《幽鸟鸣

春图》! % #等。难怪大师吴昌硕一往情深回忆说：“伯年

先生画名满天下。予曾亲见其作画，落笔如飞，神在

个中，亟学之已失真意，难矣！”! " #。

最后，&’() 年以后，是任伯年写意花鸟画的突破

和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写意花鸟画更加炉火纯青，呈

现出洗炼、泼辣、简括、灵动与自然浑成的风貌，特别是

“中年以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细之

画，必悬腕中锋”!" #。这是任伯年画风为之一变的一个

重要契机。这一时期他的花鸟画更多的抓住了花与鸟

不可分割的特征，在一瞬间的极致生动的情恣异态，

让人看了真是接受了一次美的薰陶和享受。任伯年作

为一位卓绝的大师，他不但对各种鸟类观察的细致入

微，并且精到的笔墨表现出鸟类特有的动人的情趣；

而且他画迎风正面飞来的鸟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如他

画于 &’’" 年的《风柳群燕图》! " # 就是这一画法典型的

代表。画家对燕子进行了高度概括，燕子的双翅各是

两笔，头上一笔，尾上三笔，皆是重墨，不过六七笔

耳，一只舞风的燕子就神态生动，初具规模了。整个

画法真实而富有动势，不仅超轶时流，也可以说是前

无古人。花鸟的活动让画家如此巧妙地安排在富有

创造性的构图中，有的强调了画面的纵深感；有的表

现出了近大远小的空间透视，用以制造气氛，都极其

得体。并成功地运用了“之”字形，“*”字形，“(”字形

等平面构图框架；然后再以花鸟穿插其间，错落有

致，互相掩映，打破了单一平淡的几何形构图，使整

个画面显得生动灵活不受任何束缚。这一时期的水

墨写意画中，笔墨始终如一，交融一体。在他的没骨

画中 “笔”显然是被他所理解，所升华了的点的形成，

线的凝结和运动以及面、体积和空间；“墨”被表现为

事物枯、老、荣、衰的反映心灵的喜怒哀乐的代言

“人”；而不能单一理解成它的干、湿、浓、淡。因而他

的画中，墨色就被富有生命的色彩所代替，从而使写

意花鸟以崭新的面目出现，这在清代以来的画家中

除了华遈之外是实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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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在上海画坛取得的成就，使他的声望和画

誉也与日俱增。纵观这一时期的绘画，由于索画者的

身份、地位不同，所画的内容以及用笔用墨不但有所

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所探索、创新和对于笔墨

功夫的成功的运用。任伯年作于 "##" 年的《富贵神仙

图》$ % & 是一幅笔法和用胶调色的探索之作；如果说任

伯年在此画以前所画牡丹都是以 “撞粉法”来取得富

贵艳丽的效果的话，那么，这幅预示着大福大贵的牡

丹却一反常规，作者不再用色中加粉的方法了，这幅

画以胭脂为主，随意抹来，色在生宣纸上似晕不晕，笔

触清新，似有“粘”意。很明显，在这幅作品中，作者为

了不致于使花形过分走失，而用桃胶，以控制画面。这

种方法可以说在清末属大胆尝试，须知古人作画特重

传统，要笔笔不离祖宗，而任伯年这幅作品以胶代色，

不受古人束缚，不愧为一代名家。同时也为后人在创

新方面做出了表率。作者作于 "##! 年的 《吉金清供

图》$ % & 是一幅一变古法，以传统的 “影拓”和写意相结

合的作品。在这幅画中，表现了他的大胆和风格形式

多变的尝试。如果说任伯年以前是以牢固的遵循着传

统的方法在作画的话，那么，这幅画的出现不遆是对

祖先的背叛了。“影拓”出现的青铜器，严格地遵循着

透视法则，有强烈的立体感，器皿及花纹的转折，富有

透视变化，真实而不单薄，最后又补拓出青铜器铭文，

手法新颖，构思别致，按薛永年先生的话来说是“集历

史感与现代感于一图，冶中西画法为一炉”，集中说明

了任伯年借古开今洋为中用的高超手段。

任伯年作为一代大师，时至今日得到这么多人来

学习他的作品，是有一定原因的 ’ “在无比生动多彩

的花鸟世界中，他倾注了热爱生活的强烈感情，充分

表达了动人的诗意，情景交融，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享

受。他融合各种画法，形成了准确生动的造型和完美

的艺术形式。⋯⋯任伯年是晚清画坛上的一位奇才、

多能兼擅、题材广泛、手法多样，双钩、白描、重彩、淡

彩、水墨、泼墨、没骨，无所不备。构思巧，形式美，下

笔如风，顿挫有绪，善用套笔，色彩明丽，从而博得了

中外艺术家的同声喝彩。”$ ( &他的作品很系统地从白

描至工笔重彩，再到小写意大写意，是完整的独立于

他人之上的。因此学习他的作品，经过严谨精工，再

意笔抒情，可以学习一整套优秀的方法，他的技法不

单显示了他艺术成熟的过程，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

一系列循序渐进，由易入难的一个学习程序。这样一

个程序恰好适应了我们今天的美术教学，作为培养

较高一级的美术师资来说，自然在教学中只能局限

于部分笔墨的临摹学习，关键是要多读、多分析，掌

握基本技法，再将这些技法在今后的教学中得到充

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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