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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笔花鸟画在我国绘画史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五代、两宋期间，有独创风格的画家
相继而出，其中以黄筌、徐熙两家成就最为显著。
他们同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道路。
黄筌多追求自然的生意，色彩富丽生动：徐熙多抒发内在的情趣，笔墨妙见风神；因此开拓了各自的
艺术境界。
故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评，形成了曰后中国花鸟画的两大流派，影响所及，迄今不衰。
　　40多年来，我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优良传统，借鉴前人的经验，在自己的学习、创作
、教学中进行探索。
岁月既久，积累了点滴心得。
整理编写白描花卉写生构图文字说明，提出了有关花卉写生的观点、方法，创作、写生构图处理等问
题，使全书图、文相辅相成，阐述了学习的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涉及的知识，无论是理论还是图例，只能是起到提出问题，引导实践的作用
，而真正掌握这门艺术，关键还在于实践、探索、研究，只有在实践中深入地观察生活，培养想象力
，加强文艺修养，才能树立正确的观点，掌握灵活的方法，开拓自己的艺术境界。
尊重古人和传统，是为了今人和发展。
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应在创作实践中追求新的境界，新的创造。
我们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创造时代的工笔花鸟画，走出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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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长白白描花卉写生》分基础知识和图例两部分。
基础知识包括写生的途径、方法、步骤、要求、构图方法、钗线基础练习和花卉植物基本知识等内容
，图例包括枝、叶、花朵、小枝、出枝、朵花小枝的写生处理、构图应注意的问题、两种花卉的构图
、景情写生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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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长白，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16年生于浙江兰溪夏李村人（十三代李渔后人）。
1933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绘画系，其绘画师从林风眠、吴大羽、李苦禅、张红薇、吴茀之指教，画艺
益进。
早在1937年学生时期，他的《双栖图》就被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
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兼工诗词、书法，尤以工笔花鸟画著称。
编写出版了《花卉写生构图》、x花卉设色技法》、《鸟的写生设色技法》等三部教学专著，为教育
界、学术界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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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解说(一)枝的写生处理(二)叶的写生处理(三)花朵的写生处理(四)小枝的写生处理(五)出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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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形、疏密、透视处理图23　萼片的处理图24　小枝势态贵生巧图25　互生花朵向四方图26　出枝
部位示意图图27　展开式出枝图28　下垂式、结合式出枝图29　结合式出枝图30　结合式出枝图31　
万朵千枝不厌满图32　朵花摇枝不觉稀图33　疏密虚实防空迫图34　布置平衡应不均图35　花疏枝密
花态多图36　梅花图37　水仙图38　水仙图39　春兰图40　春兰图41　玉兰图42　玉兰图43　连翘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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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图69　荷包牡丹图70　百合图71　吊灯花图72　绣球图73　地藏花图74　羊蹄甲图75　竹节海棠图76
　泡桐图77　杜鹃图78　蝴蝶花图79　龙吐珠图80　仙人掌图81　龙牙红图82　美女櫻图83　芍药图84
　紫藤图85　石竹图86　睡莲图87　唐菖蒲图88　美人蕉图89　夹竹桃图90　虞美人图9l　大丽菊图92
　八仙花图93　石榴图94　茉莉花图95　吊钟海棠图96　昙花图97　荷花图98　荷花图99　菊花图100
　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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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学习的途径　　“没有土壤的幻想花朵——就不是花朵；只有在生活中生根的那种想象的
飞翔，那种艺术想象才是宝贵的。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离开了生活，就像湖泊失掉了源头的活水，便成了死水。
然而艺术又必须是生活的“精华”，必须是“美的想象的飞翔”；这样，才能有美的感染力，才会有
艺术的“生命”。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张躁总结了唐代以前学习绘画和创作的一条正确途径。
它使许多画家，有所前进，有所创作。
翻开我国绘画史来看：唐、五代、两宋，不论是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都是一个发展创造的兴
旺时期。
历代最有成就的画家，也以这一历史阶段为最多。
如人物画的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防、顾闳中、石格、武宗元、李公麟、梁楷等；画花鸟走兽的
曹霸、韩幹、韩混、刁光胤、黄筌、徐熙、易元吉、崔白以及宋徽宗等；画山水画的李思训、王维、
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郭熙、张择端、赵千里以及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等。
他们的作品都是“格新貌异，景情并茂”而感人肺腑的。
这种师造化的结果，至今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追求的。
然而到了宋以后的元、明、清，情况似乎变了。
有许多画家，以“师古人”代替了“师造化”，以“临摹”代替了“创造”，由此而进入了“顽固不
化”的死胡同，因此埋没了很多人的才能。
只有少数的画家如黄公望、王蒙、王冕、唐寅、林良、吕纪、徐渭、朱耷、石涛等，因能继承“外师
造化，中得心源”的学习途径，并能正确借鉴前人的丰富经验，所以他们的创作成就，能达到另一个
高峰。
　　绘画的学习和创作，首先要解决一个途径问题。
也就是说，走什么路才是正确的。
从目前来看，有四种主要情况：一是以“师古人”为途径，二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笔墨运用，三是自
然主义的倾向，四则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途径。
　　1.“师古人”　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想通过对前人的理论的研究，作品的临摹探索，学习
他人如何深入生活，提炼生活，如何运用笔墨、色彩，创造新的技法、形式来反映新的感受，时代的
精神风貌；使“师造化”在借鉴前人的丰富经验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收到“继往开来”的效果。
这是正确的理解，也是学习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另一种理解是，如上面所说，自元、明以来，把“师古人”理解为学习和创作的“主要途径”，把临
摹认为是“主要方法”。
因此认为抄袭、拼凑即谓“创作”。
古人、老师画什么，如何画，他们就依样画瓢，很少发展，很少有自己的思想、风格，并以形象上仿
临得像不像为学习好与坏的标准，以乱真，以笔笔有出处为能事。
这就使学习和创作都脱离了生活，堵塞了“心源”的活水，使自己的作品不是成为僵化的复制品，便
是毫无生气的程式品。
这种理解认识容易埋没才能，因此在绘画教学，艺术创作上，均应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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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长白白描花卉写生》通过图例直观、生动地讲授枝、叶、花的绘画技巧，从而使读者较快掌
握花卉写生基本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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