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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形成了独特的“鹤文化”。
鹤在很久以前就深入人心了。
传说中认为鹤为鼓精之一。
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对它就十分崇拜。
在艺术创作上，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立鹤方壶”，上面就有鹤的形象。
此后，在青铜雕塑、画像砖石、陶瓷、绘画、刺绣、剪纸、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中，鹤的形象屡见不
鲜。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与鹤有关的典故、传说，在诗词歌赋中鹤也是常见的题材。
至于在绘画上，鹤更成了画家专攻的题材之一，此类创作被称为“鹤画”。
几千年来，上至帝王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喜爱丹顶鹤。
道家最欣赏它，儒家也推崇它。
可以说，鹤文化早已深深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心中。
这大概是鹤画千年不衰的主要原因吧。
如今，欣逢盛世，寓意吉祥、长寿、安康的鹤画，更符合人们的普遍心态；加之环境恶化，鹤已成为
濒危物种，人们倍加珍惜它，因此有理由相信，今后鹤画还会继续发展。
　　要发展，首先要继承。
没有继承的所谓“发展”，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古人的“鹤画”，在艺术和表现技巧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吸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要发展，就必须创新，不能老是按千年不变的“松鹤延年”的路子画。
那样下去，迟早会走进雷同化、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
　　我画鹤30年，开始也是按古人的套路走，后来觉得这样不行，决心另辟蹊径。
古人把鹤神化，举到天上，仙人进入天界，驾乘的是仙鹤；后来，把鹤拉回到人间，所谓“梅妻鹤子
”，鹤成了贵族、雅士的宠物。
我就让它“回归自然”。
这条创新之路，是我通过深入生活找到的。
走进鹤乡，我感受颇多，思路大开，画风为之一变。
生活化、拟人化的表现手法，使人感到真实、亲切、新颖、生动。
一些作品得到了专家们的首肯和群众的喜爱。
在本书中，我把自己多年来画鹤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呈现给读者，仅供借鉴和学习参考，并望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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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案头画范：杨德衡画鹤》中，作者把自己多年来画鹤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呈现给读者，仅供借鉴
和学习参考，并望批评指正。
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形成了独特的“鹤文化”。
鹤在很久以前就深入人心了。
传说中认为鹤为鼓精之一。
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对它就十分崇拜。
在艺术创作上，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立鹤方壶”，上面就有鹤的形象。
此后，在青铜雕塑、画像砖石、陶瓷、绘画、刺绣、剪纸、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中，鹤的形象屡见不
鲜。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与鹤有关的典故、传说，在诗词歌赋中鹤也是常见的题材。
至于在绘画上，鹤更成了画家专攻的题材之一，此类创作被称为“鹤画”。
几千年来，上至帝王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非常喜爱丹顶鹤。
道家最欣赏它，儒家也推崇它。
可以说，鹤文化早已深深植根于炎黄子孙的心中。
这大概是鹤画千年不衰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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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德衡，画家，笔名半聪。
1939年9月出生，辽宁丹东人。
1964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先后在中国美协辽宁分会创作室、辽宁美术馆、辽宁画院从事专业美术创作。
曾任辽宁画院副院长、辽宁湖社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辽宁中国画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继毕业创作《稻香季节》在全国花鸟画坛产生强烈反响之后，其作品多次人选国内外重要展览，
有的获奖。
擅长工笔，兼擅没骨、小写意，尤精绘鹤。
作品“雅俗共赏”，有20余幅由中国美术馆、中南海紫光阁、北京天安门、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军
事博物馆、总后司令部京丰美术馆等国家级单位收藏。
先后在北京、沈阳、青岛、烟台等地及新加坡举办个展。
出版有《杨德衡画集》《杨德衡从艺50周年写生作品集》。
著有《写意鹤技法》《鹤的画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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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画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其成因很多，特殊的工具材料是成因之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国画家们都很重视被称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及颜
料、笔洗等工具。
下面就这些工具材料及其使用方法做简要介绍。
　　笔：中国画用的毛笔，有软毫、硬毫、兼毫三类。
通常用的羊毫，属于软毫，吸水量大，适于点花虱叶，晕墨染色，如大小提笔、大苔点、染色笔等。
狼毫属于硬毫，富有弹性，适于勾勒或画坡石树干，如叶筋笔、衣纹笔、大小红笔、羽箭、大小书画
笔、点梅、兰竹笔等。
兼毫兼有狼毫和羊毫，笔性软硬相间，如大、中、小白云笔，也可用于画花点叶。
另外，还有特制的硬毫，如猪鬃笔、山马毫、石獾毫、鸡毫、鼠须等；还有刷子、排笔。
选择哪种画笔，可根据自己的作画习惯及作画材料的性能和画面效果的需要而定。
新笔因含胶，宜用温水浸开。
每次用后必须涮净挤干，理顺笔毛，这样既方便下次使用，又可延长笔的寿命。
　　用笔：毛笔是一种比较难掌握的工具，用得熟练，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效果。
要想用好它，首先要注意正确的执笔方法。
简单地说，就是“指实掌虚”四个字。
做到这一点，要食指、中指并拢，在前边用指尖勾住笔管，拇指在笔管左边用指尖向右捩，无名指紧
靠中指，指甲中部在笔管里边往外抵，小指、无名指紧贴在一起。
这样，五指攒在笔管四围，拇指的指骨凸出，掌心就空了，这就是“指实掌虚”。
用中锋一定要“挫腕”，即笔和纸成垂直角度。
无论笔怎样运动，笔锋都在中间，转笔时要裹毫，这是保持中锋用笔的关键。
工笔花鸟画勾线都用中锋。
侧锋执笔向右或向左倾斜，这种笔法在没骨画和写意画中用得很多。
点花、虱叶，画石头、老干及工笔画的渲染都常用这种笔法。
　　用笔有顺逆、转折、顿挫、疾徐、虚实、强弱的变化，从而产生了粗细、长短、曲直、刚柔、苍
秀等不同的效果。
　　中国画最讲究用笔，因为线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手段。
谢赫六法论的第二法就是“骨法用笔”。
学画者不可不在这方面花大气力。
　　墨：古代作画的墨，都是制成墨锭磨用的。
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这种墨的丰富性、稳定性和牢固性都是极好的，是现今的墨汁不可比拟的。
作画时，尽量不用墨汁，尤其是工笔画，一定要磨墨。
墨锭按原料分，有松烟、油烟、漆烟三种。
松烟黯黑无光，漆烟黝黑发光，油烟又黑又亮。
作画多用油烟和漆烟，以质细、色乌、带蓝紫色光泽、胶轻者为上品，脱胶陈墨不宜使用。
保存墨锭，勿潮、勿风吹日晒，以防走胶燥裂。
　　用墨：墨在中国画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无论人物、山水、花鸟哪一科，亦或白描、水墨、浅绛、淡彩、重彩哪一种表现形式，都离不开“墨
”。
白描、水墨自不必说，完全用墨。
就是浅绛、淡彩、重彩也都是先用墨线勾勒好，再着颜色的（没骨除外）。
墨色变化极为丰富，有“墨分五色”之说。
在工笔花鸟画中，墨是第一层底色。
在写意画中，更是以墨为主。
在用色时，往往都掺少许墨或以墨为底色，以求色彩和谐、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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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一幅中国画的优劣，除立意、构图之外，就看笔墨如何了。
清恽南田说：“有笔有墨谓之画。
”这“墨”，不能只简单地理解成“黑”，其中也包括了色彩。
中国画的笔墨，是一物两面，一笔下去既是笔又是墨，密不可分，特别是在没骨、兼工带写和写意画
里体现得更为明显。
　　墨法有：破墨法（浓破淡、淡破浓）、积墨法（层层叠加，但每一次要在上一层干透之后进行）
、泼墨法（含有大量水分的墨或色）。
这些方法在写意画中用得较多。
　　画工笔画，宿墨（即过夜的墨）不可用。
每次磨墨前，砚池都要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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