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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描”看历代人物画线描的发展进程

邓 刚，程心颖

（西昌学院 艺术系，四川 西昌 #$"%&&）

【摘 要】线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语言，是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主要表现手段，是中国人物画的基础。本

文旨在通过对历代优秀艺术家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线描艺术及其优秀白描作品的论析，以便我们了解人物画

线描的发展进程，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线描的特点，为我们研究古代白描人物画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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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是中国画的主要表现语言。几千年来，从原始

人的岩画、彩陶图案、象形文字到现在的中国绘画，

线的重要作用和神奇魅力丝毫未减。在人们长期的

艺术实践中，中国画的线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

程式，艺术形式不断完善并臻于成熟。人物画线条从

“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到后来的“十八描”，被画家

们用来表现不同的衣纹质感、不同的人物特征以及

不同的环境氛围，当然其中必定寓含着画家的个性

及主观的感受。中国画的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而

是由特殊的用笔方法使之成为既能表现人物事物的

造型结构，又能体现画家气质个性的载体，是具有丰

富内涵与审美情趣的汉民族绘画的艺术语言。

描是国画线条的一种技法形式。而白描则是用

单纯的墨线来勾画物象，不加任何色彩渲染的一种

单色线描画。它是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主要表现手

段，是古代画家根据当时人物的衣着质地并结合个

人的表现风格创造出来的主要用于描绘人物的一种

绘画形式。在物象造型上，他们借助于线条的长短、

粗细、轻重、刚柔、疾徐、畅涩、虚实、顿挫、浓淡、干湿

等变化，在造型上既表现出形体的质量感、体积感和

动态感，也表现出画面结构的层次和空间，让人们感

受到中国画白描艺术所具有的线条美和装饰及其音

乐般美妙的节奏和韵律。对中国画而言，无论是工

笔还是写意，无论人物还是花鸟、山水，他们都是以

线构成，因此白描人物画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而且也

是中国人物画的基础。

总结古代人物画创作的技法和经验，国画家和

美术理论家们归纳出十八种用于描绘人物衣纹的用

笔法，称“十八描”。它们是：一、高古游丝描；二、琴弦

描；三、铁线描；四、行云流水描；五、蚂蝗描；六、钉头

鼠尾描；七、撅头描；八、混描；九、曹衣描；十、折芦

描；十一、橄榄描；十二、枣核描；十三、柳叶描；十四、

竹叶描；十五、战笔水纹描；十六、减笔描；十七、枯柴

描；十八、蚯蚓描。人物画中的 “十八描”是中国古代

画家描绘人物衣服褶纹的基本方法。不同的衣纹笔

法表现不同的人物体态和性格，如行云流水描表现

的是神仙道士飘逸潇洒的衣纹特点；曹衣描表现的

是受西域佛像雕塑影响，依附结构起伏变化的一种

凝重而紧束的风格，其特点在于“画衣纹稠叠”，即衣

纹稠叠如贴在身上一样，故有“曹衣出水”之说，主要

用于对佛像人物的描绘上；高古游丝描、柳叶描适合

表现宫廷仕女华贵典雅的绫罗绸缎服饰的柔软轻薄

的质感；钉头鼠尾描多用于刻画英雄壮士、纠纠武

夫、厉鬼凶神等粗犷威猛人物的形象；柴笔描、折芦

描和减笔描则是后来兴起的小写意或写意人物常用

的线描笔法。

“十八描”是中国历代画家对中国画技法的卓越

贡献。他们应用“十八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别开生

面的线描艺术，留下了无数优秀的白描作品，极大地

丰富了中国画艺术的宝库。是其它画种无法取代

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时代的代表画家及其作品的

论析入手，来理线描及人物画的发展脉络。

一 东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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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最负盛名的大画家是顾恺之。他在继承前

人线描的基础上，开拓了线描的新技法、新方向。晋

以前的中国画家已善于用细线勾勒人物，而顾恺之

则将这一技法推向极致，创造了 “春蚕吐丝”的线

型。这种线条均匀而有节奏，像春蚕吐丝一般连绵

缠绕。它虽然与 “屈铁盘丝”的铁线描同属一类型，

但铁线描是刚中带柔，强调坚实挺拔，“春蚕吐丝”则

是柔中带刚，强调自然流露，在雄劲而优美的线的运

动中，具有一种连绵不断的婉畅的韵律。其杰作《洛

神赋图》就很能代表他人物画的特点。画家以线描

作为造型的手段，用 “高古游丝描”的劲挺有力的细

线来刻画人物形象、勾勒人物衣纹。紧劲连绵、循环

不断的笔法，如风趋电疾、洒脱飘逸。人物五官描写

细致入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衣纹组织疏密有致，

衣服线条流畅飘举、优美生动。画家擅长用淡墨晕

染增强质感，用浓色微加点缀来敷染人物容貌，并以

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充

满艺术魅力。构图笔迹周密，线条流畅，“如春蚕吐

丝⋯⋯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元汤 《画

鉴》）。全图设色艳丽明快，线条准确，充满动感，富

有诗意之美。

如果说汉代以前的绘画是把线条和色彩同时作

为描绘人物的主要手段的话，那么到了东晋，绘画中

的线条则已经产生了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

二 唐代

唐代是中国线描人物画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

不仅人物画大家辈出，线描人物技法也得到了全面

的发展。阎立本在 《历代帝王图》中，以刚劲而厚实

的长线恰当而真实地刻画出一批封建帝王充满个

性特征的肖像画。张萱、周仿在他们的 《捣练图》、

《簪花仕女图》等作品中使用遒劲纤细的 “铁线描”，

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妇女 “丰颐典丽、雍容华贵”的形

象。

吴道子是盛唐 “画圣”。他一生创作丰富，各种

题材兼工而以宗教题材为主。吴道子画用笔遒劲，

中锋圆转，线条富有粗细变化。由于注重用笔的顿

挫，行笔的放纵，表现出来的衣襟有迎风飘举之感，

所绘人物别具一格，形象生动，人称“吴家样”。吴道

子在 《送子天王图》中所塑造的天王、文臣、武将、神

女、鬼怪等形象因其身份、个性、气质的不同，在用线

上有粗细强弱之分，用笔上有提按顿挫之别，人物表

情亦随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他创造了一种波折

起伏，错落有致的“莼菜条”式的描法，加强了物象的

份量感和立体感，所画人物、衣袖、飘带，具有迎风起

舞的动势，故有“吴带当风”之称，于是巧妙地表现出

神女的纤巧灵秀之态，武将的孔武有力之形，对于神

怪则采用了粗细变化较大的兰叶描，并傅以淡墨的

渲染，突出了其身躯的魁伟健壮之感。

唐代人物白描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民间画工创

作的壁画中。这些壁画一般规模宏伟壮观，手法丰富

多样。今天我们还可以从敦煌壁画、唐墓室壁画及藏

经洞绢画中见到它们的风采。

三 宋代

宋代人物画能用简略的笔墨，描绘丰富的内

容。画家们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不仅注重人物形象

的结构，而且更强调人物眉须神色的变化，从而使

白描人物画的表现力更趋丰富、细腻、生动、深刻。

此时代表画家李公麟在继承晋唐大师顾恺之和吴

道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线描技法。他追求一种

简洁而明快的表现手法。在绘画形式上他大力探索

“白描”这种艺术语言，以浓淡、刚柔、粗细、虚实、轻

重的线型作为造型媒介，以达到明洁、轻快、朴实、

精美的格调，他的 “铁线描”、“游丝描”节奏迂回荡

漾，气息豪迈纵横，他用线既敛而放，含蓄刚劲，他

的画往往只用几条起伏而有韵律感的墨线，就能把

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其《五马图》、

《维摩诘图》充分展示了这位大师在白描人物画上

的巨大成就。他创造的 “扫去粉黛，淡毫轻墨”、“不

施丹青而光彩照人”的白描画，把中国人物画推向

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为中国画开创了一个独立的

新画种。

《八十七神仙卷》是北宋武宗元的代表作。此卷

描绘了八十七位神仙，画中人物组织工整细密；神仙

排列疏密有致，前后错落、层次分明；人物发髻细匀，

表情宁静，动态转换，顾盼呼应、生动自然。画家利用

衣纹的向后飘动、幡旗的微向前倾和飘带的迎风飞

扬来表达徐徐前进的状态。人物衣纹以密密排列的

长线组成，丰富中有变化，飘扬处见沉着。整幅画卷

像一江流动的春水，似一天飘逸的云霞，灵动和谐，

给人以美的享受。

四 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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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飞速发展。由于民族和阶级矛盾日益深

化，这时的人物画走入低谷。像唐宋那样反映现实

社会的风俗画越来越少了，唯有民间画工仍不倦地

从事着壁画的创作，名作有山西芮城的 《永乐宫壁

画》、三清殿中的《朝元图》等。它们继承和发展了唐

吴道子和宋武宗元的画风，构图饱满，场面壮观，人

物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挺劲有力、设色浓重绚丽，具

有浓郁的装饰趣味。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因素，文人画相对有所发

展。人物画虽不如山水、花鸟之繁盛，但仍有所成

就，亦出现了大师级的画家。它们继承前代传统，或

白描、或工笔、或水墨点染、或用线质朴。

这个大师就是陈洪绶。陈氏擅于提炼形象，既

着意人物形体的夸张，又重视人物神情的传达，且表

达含蓄，用线尤其简洁质朴，有独特的金石味。他的

人物画从临摹李公麟开始，并广泛学习古人，多方吸

取营养，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人物画早年多用

细笔，晚年则转为粗笔。人物画造型，特点鲜明：画

男人，气宇轩昂；绘妇女，纤腰细项；在衣纹处理上，

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绘画题材多取自本朝故事、历

史传说或神仙佛道，从中产生出是不少的白描人物

的杰作，如《屈子行吟图》、《归来去辞图》等。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绘画史上的杰出画家之一。

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格。 他的 《群仙祝

寿图》是一件场景阔大、气势恢弘的组画。全图有十

六个人物，分布在每一幅画上，少则一人，多则六人，

每幅人物按照不同环境进行不同的安排配置，分则

独立成画，合则浑然一体。其构思精巧、前后呼应、疏

密有度、一丝不苟。

总的来说，以 “十八描”为主要表现手法的白描

人物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战国秦汉的帛画

开始就已成为中国画中的一个独立的画种。历代白

描人物画风格繁富，流派众多，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和审美价值，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今天，我

们应该很好地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继往开来，

将传统的白描人物画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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