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物画线描
绘画技法

任梦龙  任梦熊  绘

北 京





1

编 者 的 话

线描也称“白描”。线描艺术的鲜明特征是用线作为塑造形体的基本手段和表现形式。它以造型简练、

形象清晰、线条生动流畅、富于节奏和韵律的艺术特点，成为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在造型方法上的根本区别。

它既是中国绘画中具有艺术价值独立存在的一个画种，也是学习中国绘画首先需要打好的基本功，还是工笔

画在设色之前的重要程序。

线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早在原始社会的彩陶和商周的青铜器上，就出现了用线来表现

人物和动植物的纹样，其线条质朴而流畅。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帛画《人物龙凤图》，是目前

发现存世最早的独幅人物画作品，画面稚拙而有力度的线条刻画出人物和龙凤的形象，表明了在2000多年前

用线造型和对线的审美观念已初步形成。从汉唐到宋元至明清，历代无数的画家和民间画师不断探索，用变

化无穷的线来表现万物，描绘自然，抒发情感，创作出众多不同风格的线描经典作品。如东晋顾恺之的《女

史箴图卷》《列女仁智图卷》，唐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道子墨宝》（地狱变相图）、《八十七神仙

卷》，北宋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免胄图》等。线描艺术到唐宋时期已日趋完善达到峰巅状态。这些优

秀的作品以极具生动感人的形象，流畅而充满无穷魅力的线条，令观者赏心悦目，叹为观止，从而达到了用

线的造型美和形式美的高度和谐统一。

线描作为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和重要手段，不仅表现在中国绘画的人物、山水和花鸟等卷轴画中，在石窟

及寺观壁画等方面也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南齐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在其《古画品录》论国画六法

中首创“骨法用笔”之说，明确提出“线”担负着绘画的造型任务和审美内容，这是线描从实践到理论的飞

跃。“骨法”是指物象间架结构的气势和精神实质，而“用笔”则是指描绘物象的线条变化和形式美。中国画

之所以特别重视线条，是同中国人观察客观世界和方法与传统审美观念密切相关的。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物

象，其外表本身是没有线的，而画家们善于从物象中概括提炼出带有主观因素的线，用来表现物象的结构、

形态、质感和画家的个人情感。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

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线描作品中的每一条线，都具有丰富的内涵。通过“用笔”的力度、速

度的变化，勾画出长短、粗细、虚实、方圆、轻重、疾徐、转折和顿挫的线条，做到用线造型，以形写神，

神形兼备，在完成塑造形象的同时也体现出线本身的审美内容。

线描技法是中国绘画的重要内容，学习“用笔”是掌握和提高线描技法的关键。历代画家经过长期的实

践，在“用笔”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作出风格各异的描法，后人根据笔迹线型的不同形态和美感特点，

总结为“十八描”。我们学习和了解“十八描”，是为了分析研究古人从当时的生活中创作这些线描形式的

规律，是为了掌握和提高用线来塑造形体和用笔勾线的技巧。人物画线描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发展，我

们也不应受“十八描”的局限，要从当代实际出发，对不同的描绘对象，不同质地的着装等，采取不同的线

描技法，创作出笔含深情、笔法洗练的中国人物画。

学习中国人物画线描，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通过临习历代优秀线描作品，研习用线造型和用笔方

法。二是通过用线写生，提高用线造型的能力。三是通过创作，将所学到的线描技法为我所用，提高线描的

表现力和形式美。

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笔者编绘出版《中国人物画线描绘画技法》。本书着重分析

介绍传统中国人物画线描的基本特点和技法，选编了唐吴道子《道子墨宝》等部分优秀线描作品为临摹范本。

内容由浅入深，图文并茂，以满足广大热爱中国绘画艺术的读者研习的需要。若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

                                                                           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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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人物画线描，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即临摹（拓临、对临、默临）、写生、创作的方法进

行。这几种方法，在开始学习时，可以逐步分阶段练习。先临摹，然后写生和创作。随着线描水平的提高，

可以采用这几种方法交替穿插进行，即临摹、写生和创作相结合的方法。临摹是学习传统技法，吸取前人成

功经验，了解和掌握线描技法和规律的入门途径和手段。写生是运用线描技法，训练用线造型能力的重要方

法。创作一方面是对所学习到的线描技法和规律的总结和应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创作发现自己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然后再带着问题进一步学习和提高线描艺术水平，逐步达到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只要掌握了正

确的学习方法，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拓临：选择古代和现代优秀的人物画线描作品，用薄而透明的纸（拷贝纸、薄熟宣纸）直接蒙在画稿上

用毛笔进行勾描（同练习书法描红模子一样）。拓临可以体会古人或当代画家用线造型的方法规律，锻炼和

提高运用毛笔勾线的能力。拓临应尽量做到准确，不要随意改变范本的原貌。

    

对临：把范本放在自己的面前，可以先用铅笔对着范本对临，然后用毛笔蘸墨勾线。造型能力较强者，

也可以直接用毛笔对临。对临比拓临难度大，可以练习造型能力，理解用线造型的特点和规律。

写生：在经过前一段的基础练习之上，可以面对真人进行写生。写生就是《六法论》中所说的“应物

象形”。写生时强调从结构上观察的方法和用线来造型的特点。注意人物比例准确、姿态生动、神情刻画细

致。在线条的处理上，注意人物结构与线的关系，线条的概括和组织疏密得当，衣料质感和动势与线形变化

的关系。在写生时能把临摹中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

在没有模特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些好的人物照片，运用线描的方法将照片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

默临：经过对临和写生之后，根据自己大脑对原范本或写生作品的印象，将所临摹或写生的人物凭记忆

背着画下来。默临较难，但可以检验你对所临人物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深刻体会原范本或写生人物的神情动

态，进而提高用线造型能力。

转换人物角度练习：将所临摹或所写生的人物形象进行转换角度的线描练习，把正面角度改画为侧面角

度或其他角度。这种练习的难度更大一些，要求对于形象及人体动态结构与线的关系有全面理解，这种练习

对于今后的创作十分有益。是从临摹、写生到创作的过渡练习。

创作：可以从历史题材或当今生活中选择题材，用线描方法进行创作练习，可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

杂。开始可以画不带背景的人物绣像，逐渐可以进行有些景物环境的人物创作。创作是对于掌握和提高线描

水平的全面检验。

线描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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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法：

作画用笔与书法用笔的方法是相同的。执笔时，拇指在内，食指在外，中指在食指的下方，捏住笔杆，

同时无名指在中指下方，位于笔杆内侧，向外抵住笔杆，小指靠无名指起着辅助无名指的作用。正确的执笔

法，是把五个手指分成两组，即食指中指向内用力，拇指、无名指和小指向外用力，这样才能握稳笔杆，执

笔得法，运笔才能自如。

腕法：

腕法是指运用腕臂的力量配合手指力量去作画。腕部是手掌和手臂连接处，对于用笔至关重要。作画时

无论是用指、用掌、用臂或用肘，都要以腕为基础。

腕法可分为枕腕、提腕、悬腕。枕腕、是执笔时腕、肘都靠在桌面上；提腕是执笔时提起腕，肘要靠在

桌面上；悬腕是执笔时手腕和臂肘都不要靠桌面，凭空悬起。一般作画时，工细处用枕腕，小处可用提腕，

大处用悬腕。工笔画多用枕腕和提腕，写意画则多用悬腕。勾长线条时，手指握笔不动，腕部轻靠纸面，以

肩、肘的力量运笔。

指实掌虚：

指实是说手指在执笔时要紧，要结实有力；掌虚是说执笔时掌心要虚，虚可容卵，无名指和小指不要向

内钩曲，不要碰着手掌心。指实掌虚则运笔灵活有力。

正锋、偏锋：

正锋亦称中锋，即执笔端正，笔锋基本和画面是垂直的，笔锋着纸时位于笔画的中央。正锋是工笔画常用

的运笔方法，勾出的线条圆浑遒劲而富有弹性；偏锋也叫侧锋，执笔时用卧笔，使笔头斜向左方甚至横卧，笔

锋常偏向一方。偏锋的线条显得苍劲，锋芒外露，适宜表现质地较硬相对粗糙的物象，如山石、树木等。

藏锋、露锋：

藏锋即用笔时，笔锋藏在笔画里面，不要露在外面，一般正锋往往是藏锋。露锋即藏锋的反面，用笔时

笔锋露在笔画外面，一般偏锋往往是露锋。

逆锋、回锋：

逆锋是对下笔而言，在起笔时用之；起笔时要欲右先左，欲上先下。如从左向右勾横线时，下笔（入笔）

要先将笔锋推向左，然后再向右行笔，起笔运用逆锋，勾画出的线才有力量。回锋对收笔而言，是指勾线在

收笔时，要往而复回，无垂不缩，如自上向下勾竖线时，到了尽头要稍作顿笔，然后提笔向上以收其势。

顺笔、逆笔：

是指笔的往返运行。顺笔是笔从怀内向怀外（由左向右或由下向上）勾画。逆笔侧反之，是从怀外向

怀内（由右向左或由上向下）勾画。一般的说，顺笔易画，逆笔难画。在线描中，没有单用顺笔或单用逆笔

的，往往是顺笔逆笔灵活运用，勾出的线条气势连贯和有变化。

实笔、虚笔：

是对下笔和收笔而言。勾线时下笔和收笔出现顿笔或藏锋的用笔，都属于“实笔”。凡是下笔或收笔出

现虚尖或露锋（虚入或虚出）的用笔，都属于“虚笔”。

实线、虚线：

实线是直接体现人体结构的线，即衣服紧贴人体部分的线条，其线是实的，也称主线。虚线是指不直

接表现人体结构的线，其线是虚的，这类线也称辅线，虚线的处理得当也能起到以虚托实的作用，有助于

表现人体结构、质感和动态。

一波三折：

是指用笔要有变化，勾画的每一条线，都有落笔、行笔到收笔的三个过程。应注意用笔的轻重、快慢、

虚实、转折、顿挫、起伏等变化，这样勾出的线条生动自然，富有节奏和韵律。

名词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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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描基本笔法
中国画的线描，是运用线的粗细、浓淡、方

圆，转折的变化和用笔的轻重、快慢、顿挫等艺

术手法，描绘人物、花卉等物象的结构、质量感

和空间感。它是中国绘画造型的主要手段、形式

和基础。学习掌握线描的基本笔法，主要是练习

用毛笔勾线的能力。“初学用笔，规矩为先，不

妨迟缓，万无轻躁”，“练笔者，非徒手练也，

心使练之也，练时须笔笔着力”。

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勾线应掌握正确的执笔方法（与书法的执笔方法

相同），执笔要紧，运腕要活，指实掌虚，可先由短、

中、直线开始练习，再练习勾波纹线、圆线、长线、螺

旋线。

圆线练习

顺时针勾描                                      逆时针勾描

螺旋线练习——以指、腕运笔，由里向外顺、逆时针的勾描，线描要流畅匀细,线与线之间的距离要均匀。

波纹与螺旋纹结合的勾线练习，从入到收一气呵成，要掌握线描的节奏与运笔的变化及指运、腕运、肘运

的结合。线条要圆润，柔中见刚。

入笔

收笔

行笔           行笔

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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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衣纹线描的几种笔法
用笔要求：中锋勾线。入笔（落笔）时要“竖划横下”“横划竖下”。收笔时要“有往必收”“无垂不缩”。

书、画用笔同法，即“笔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上先下，欲下先上”。清代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指出“一

笔之中有头重尾轻者（附图①），有头轻尾重者（附图②③），有两头轻而中间重者（附图④），有两头重而中间轻

者（附图⑤），其轻处则为行，重处则为驻，应驻应行，体而用之”。

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① 由上向下，顿入尖收，由粗渐细，实入虚收。逆锋用笔，落笔顿按，行笔稳并渐提笔，收笔时提起渐虚。

② 由下向上，顿入尖收，由粗渐细，实入虚收。顺锋用笔，落笔顿按，行笔稳并渐提笔，收笔时提起渐虚。

③ 由上向下，尖入顿收，由细渐粗，虚入实收。逆锋用笔，落笔要虚，行笔稳并渐按笔，收笔时顿笔回锋。

④ 由下向上，尖入尖收，中间渐粗，虚入虚收。逆锋用笔，落笔要虚，行笔稳并渐按笔，至线中段后再将

   笔渐渐提起，收笔要虚。

⑤ 由上向下，顿入顿收，中间渐细，实入实收。逆锋用笔，落笔顿按，行笔稳并渐提笔，收笔时提起回锋。

⑥ 由顿入笔到收笔，“一波三折”一气呵成。行笔之中多有顿挫、转折、轻重缓急，线条的粗细方圆富于变化。

   收笔时提笔渐虚。

⑤                                              ⑥

入笔

收笔

行笔

顿笔（转折）

顿笔（转折）

入笔

行笔

收笔

入笔

收笔

行笔

入笔

收笔

行笔

入笔

收笔

行笔

入笔

收笔

行笔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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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勾画一组衣纹时。不能看一笔

画一笔，应把握好线与线之间的整

体关系和气势，用笔可以顺、逆锋

结合，灵活运用。做到骨法用笔、

笔笔相连、顿挫有变、笔意不断。

（三）衣纹线描练习
衣纹的线描笔法极为丰富多样，仅举几例

以供练习参照。

衣纹线描的每一条线，不论其长短， 都

有起笔（入笔）、运笔（行笔）和收笔的三个

过程。

起笔为一条线的开始，收笔是一条线的

结束。注意入笔时要果断（意在笔先）、沉

稳、准确；

行笔时要挺拔有力、凝重稳健、流畅自

然、洒脱自如、连贯呼应；

收笔要收的住，有回锋之势，切忌软绵

漂浮之势。笔在纸上运行时，要注意力度、轻

重、转折、顿挫和缓急。

① 簪花仕女图（衣纹局部）

  线描介于“高古游丝描”和 

“铁线描”之间。衣纹简略，细劲

流畅，柔中见刚。

② 搜山图（衣纹局部）

  线描为“铁线描”。衣纹线条

较直，转折较硬，节奏感强。下笔

时略有顿挫，行笔速度平稳，线条

挺拔有力。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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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⑤ 《送子天王图》（衣纹局部）

  线描为“莼菜条”（兰叶

描）。《送子天王图》传为唐

代吴道子代表作品之一。其运

笔有轻重、缓急、转折、起伏之

变化。衣纹线条，笔势圆转，飞

扬流畅，被誉为“吴带当风”。

③ 《托仙草玉女》（衣纹局部）

  《托仙草玉女》为永乐宫壁

画人物之一，其线为“铁线描”

，勾线圆浑刚劲，凝重稳健。

  壁画和卷轴画不同，壁画画

在墙上，为便于远观，勾出的线

条比卷轴画要粗些。

③

④ 

⑤

④ 飘带多为丝织物，应是宽窄一样

的片状。因为飘动产生翻转折叠，

就有了正反、宽窄和重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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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繁

肩

肘

这五组衣纹选自清代任渭长的《剑侠传》。通

过剖析左袖在不同动态时衣纹的组织变化，可以加

强对于衣纹与人体结构关系的认识，从外看到内，

深入理解衣纹的主线与辅线、繁与密、实与虚、密

与疏的关系。

  有体积感的衣袖，两边

的衣纹托出胳膊的结构。

  这组衣纹流畅、生动，

线条舒展，富于韵律感。

  这组下垂衣袖的衣纹，准

确地表现出衣纹的组织和上肢

结构的关系，衣纹的主线和辅

线相辅相成。

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主线
辅线

主线

辅线

这组衣纹有较强的运动感。

疏

密

实

虚

疏

以虚托实

  这组衣纹可以加深领会衣纹

在组织中的疏密和虚实变化，“

疏能跑马、密不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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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线描的分类
人物线描的形式种类很多，根据勾线时的不同笔法和线条的粗细变

化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即铁线类、兰叶类、减笔类。

减笔类

此类线条的粗细变化大，行笔快。勾线中锋侧锋并用；用笔时力量

有大有小，行笔速度有快有慢，毛笔在落笔、运笔和收笔中提压动作

较大，线条的动势强，减笔类描法把线条导向面的扩展，有如书法中的

草书。写意人物多用此种线描，便于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南宋画家梁

楷以粗放的减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进而发展为泼墨，为写意人

物奠定了基础，代表作品有《六祖撕经图》《十六应真图》《李白行吟

图》等，均属这类描法。

铁线类

此类线条匀细，行笔速度慢。勾线用中锋，用力平稳均匀，笔在运

行中没有上下提按的动作，如书法中的篆书，线条柔中见刚，圆润、挺

拔、流畅，有种内在含蓄的力量。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

《洛神赋图卷》等，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周 的《簪花仕女

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免胄图》等作品，多用此类线描。

兰叶类

此类线条有粗细变化，行笔速度较快。勾线用中锋，用力有轻有重，

毛笔在落笔和运笔中有提有压的动作，提笔时线条细，压笔时线条粗，有

如书法中的行书。此种线条变化较丰富，线条的粗细、转折、顿挫、虚

实的变化近似兰叶的形象。唐代画家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道子墨

宝》等作品经常用这种描法。十八描中的竹叶描、柳叶描等均属此线。



10

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仕女侧眼睑的形态                        半侧眼                            正侧眼

仕女眼睛的线描顺序                       ①勾鼻准                        ②勾上眼睑

③勾眼球                           ④勾下眼睑                       ⑤勾眉毛

正脸眼的形态                     正脸向下视眼的形态                    正脸左眼

(五) 五官线描技法
眼睛被称作“心灵的窗户”，是人物

传神的重要部位。它是五官线描练习的重

点及难点。要学习并掌握用变化微妙的线

描笔法表现其结构、透视变化及神态。

武士眼睛的线描顺序

①先勾鼻准、上眼睑                ②勾眼球

③勾下眼睑                    ④勾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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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嘴是富于表露个性和思想感情的器官。要了解其

结构、透视的关系，注意口缝线的画法，特别要注意

嘴角入笔和收笔的细微变化，它直接关系到表达人物

情感。要研究不同性别、年龄之间的差异及特点。
男人正面嘴的线描顺序

①勾口缝                 ②勾上唇                ③勾下唇                ④完成

 ①勾口缝（三笔）                   ②勾上唇（一笔）

女人侧面嘴的线描顺序               ①勾口缝           ②勾上唇          ③勾下唇             

③勾下唇（一笔）                       ④完成

男人侧面嘴的线描顺序

正面嘴（女）的线描顺序                ①勾口缝           ②勾上唇           ③勾下唇             

正侧面嘴（女）的线描顺序              ①勾口缝           ②勾上唇           ③勾下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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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鼻子的种族特点很强。要注意不同种族、性别、年龄的差异。用鼻准定位可以决定头的正侧和仰俯变化。研究鼻

子形体的不同角度及透视变化，尤为注意鼻准（鼻梁）线的角度。

男人侧面鼻的线描顺序   ①勾鼻准、鼻头       ②勾鼻孔          ③勾鼻翼          ④勾鼻颊沟

男人正面鼻的线描顺序 ①勾鼻根、鼻准（五笔）②勾鼻翼（二笔）③勾鼻孔（四笔）    ④勾鼻颊沟（二笔）

女人正面鼻的线描顺序        ①勾鼻准（二笔）      ②勾鼻翼（二笔）      ③勾鼻孔、鼻头（一笔） 

女人侧面鼻的线描顺序     ①勾鼻准、鼻头（一笔）     ②勾鼻孔（一笔）      ③勾鼻翼（一笔） 

男、女鼻的不同形态及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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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在五官中是没有表情和动作变化的，往往被忽视，画耳时易产生透视不对，画得不准确等问题。耳朵的形体结

构较为复杂，要注意内、外耳轮，耳屏和耳垂的结构关系。勾线时要有粗细和虚实的变化。

耳的线描顺序                ①一笔       ②二笔       ③三笔       ④四笔        ⑤五笔

 ①正                       ②侧                        ③半侧         ④露出耳背的侧面

男子                              老人                              武将

  幼童                                妇女

耳朵的形态随头部的运动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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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六）须发线描技法
须发的用笔注意虚入虚出，感觉毛发从

肉中生出。线条应流畅，每组的须发方向应一

致，线与线之间既不要平行也不要乱，注意整

体的效果和走向。

画一组须发时可先勾这组须发中最长的一

根，然后再勾左右或上下的须发，这样可以保

持须发的方向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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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头部线描技法
头部线描练习是人物画线描的重点。头部

的勾线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物的神态表情，

从局部落笔至全部完成，始终要注意五官之间

的关系和整体的把握。

①

②

③

④ 

⑤

幼童的头部线描顺序

① 画鼻子。

② 画眼、眉（先正眼、后侧眼）。

③ 画嘴、人中、耳。

④ 画额头及顶、脸、腮、颈、颔。

⑤ 画发髻及饰物，完成头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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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

头部的线描练习是人物画线描的重点。

以下四幅头像是永乐宫壁画摹本（局部）。

沉稳有力，细腻严谨的线描刻画出女神、电

母、天神等不同人物的神态。

勾描顺序，可参照幼童的头部线描技

法，即从鼻勾起，依次勾画正眼、侧眼、

口、耳、额、头顶、颧、腮、颔，最后画

冠、头饰、后脑部、颈、领口。注意线与线

之间的连贯呼应。

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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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

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头部的勾线要注意用笔和线形的变化。

① 须发、眉，线形较细，多为两头尖

细，中间略粗，具柔中带刚之感。

② 五官、皮肤线形稍粗于须发，有转

折、粗细变化，女神线条圆润，富有弹性。

天神棱角分明，顿挫起伏较大，线描方圆、

粗细和虚实的变化明显。

③ 头饰勾描要有力度、质量感，线条匀

细、挺拔。珠子要勾圆，不露接笔痕。

④ 衣服线形的顿挫、粗细变化较大，有

厚重之感。并要注意行笔的方向。

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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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宫壁画中武士的手。

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七）手、足线描技法

⑤                            ⑥                          ⑦ 

①               ②                  ③                   ④ 

手的线描顺序

① 勾小指的指背。② 勾小指的指肚。③ 勾无名指的指背。④ 勾中指的指背、指肚。⑤ 勾食指的指背、指肚。 ⑥ 

勾拇指的指背、指肚。⑦ 勾手掌、手心。

  大雁塔线刻中武士

的手五指张开，表示果

敢勇猛，力大无穷。

  永乐宫壁画中白虎

星君的手，手掌厚实，

手指粗短，指尖浑圆，

显得粗壮有力。

  永乐宫壁画中文官的

手则秀气斯文。



19

  法海寺壁画中手的

动态极为生动，用线流

畅，造型优美。

线描技法和基本练习

手与足是人体中结构最复杂，动态最为多变的部

分。手在显示人物的年龄、性别和身份的同时也表达

出人物的性格和表情。古人曰：“画人难画手”，因

为手在动作时所引起的透视变化极为复杂。临摹或写

生手足的动态笔法时，要了解手足的结构并体验如何

用不同粗细、顿挫、转折的线描和笔法去表现不同性

别、年龄、性格、身份的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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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物绘画中赤足者，尤其

是女赤足者，多在佛教绘画和壁画

中的力士、菩萨、罗汉、佛像中能

看到。

永乐宫壁画幼童                                                                      敦煌壁画佛足

脚的线描顺序

① 勾脚拇趾背。② 勾脚拇趾肚。③ 勾脚食趾背和趾肚。④ 勾脚中趾背和趾肚、趾肚。⑤ 勾脚无名趾和小趾的背

和趾肚。 ⑥ 勾脚后踝和脚面。⑦ 勾脚跟、脚掌和脚心。

 ⑤                                     ⑥                                      ⑦ 

①              ②                ③               ④

敦煌壁画佛足                         唐碑座线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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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物线描技法
临摹或写生人物全身线

描，首先应注意掌握好比例

和动态。“人体比例头为尺，

站七坐五蹲三半。”全身人物

的画法顺序，可先面，面则先

鼻，先面后手足，先肩后臂，

先衣后裳。其次还应分析研究

人物衣纹与人体结构关系，一

般衣纹与人体结构紧贴的部位

为实线、主线。围绕主线部分

为虚线、辅线。先找好主线的

定位，辅线随之而定。

下面选临三幅清代任熊

的《剑侠传》人物绣像。任熊

（1820—1860），字渭长，师

法陈洪绶，上追唐宋，又能独

开生面，人物造型生动、高古

朴拙，线描笔法铁画银勾、圆

劲瘦硬，衣纹组织简练、疏密

得法，形式感和节奏感强，富

于装饰性，是初学全身人物线

描的较好范本。不同的线描形

式与其个性化的造型高度统一

和谐。

本图《剑侠传·扶馀国

主》（站姿）。人物神情凝

重，勾线挺拔刚劲，线条方

直，多采用钉头鼠尾描。临摹

时要着重理解线描的主线与辅

线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体结构

之间的关系。

后背

臀（实处主线）

腰（实处主线）

肘（实处主线）

实处（主线）

辅线

虚处辅线

虚处辅线

虚处辅线

肩（实处）

主线

辅线

足（实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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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侠传·红线》（坐姿），造型和神态生动，线描用笔特点既有钉头鼠尾描的刚劲又有高古游丝描的圆润。

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指出：“初学作人物，周身骨骼，要从衣外看出何处是肩，何处是肘，何处是腰、

是膝，正立见腹，侧立见背及臀。衣有宽紧长短之别，势有文武动静之异。而骨骼部位，总无二致。作衣纹时，须知

此一笔是写其肩，则一身之正侧俯仰及两手之或上或下，皆于此定，次及其腹，则体之肥瘦，势之偏正定焉。后其两

足，或屈或伸，或开或并，先从腰下落一笔，再接下一笔是写其膝，其坐者，其立而俯者，膝当隆起，若仰而立者，

不必见膝也。凡此皆骨骼隐于衣中而于作衣纹时随笔写出者。”这段话是对于全身人物线描用线造型的规律和特点的

精辟论述。

任熊绘画师法陈洪绶，在衣纹的组织、学习并运用了陈洪绶的线描艺术的处理手法上，多用三条或四条线衬托主

线和结构，如《红线》中琴和膝部位的三条线，臀坐在绣墩翘腿处的三条线，右胸和右臂的三条线，左手袖口下方四

条线的组织，这种秩序分明的排列线是构成画面的节奏美和装饰美的主要因素。不仅说明了结构，又构成线的疏密对

比，还有装饰性的形式美感。

密

疏

肘

臀

足

密

疏

疏

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