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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谢赫六法浅析《捣练图》
王娜 郑培培

郑州商学院 ,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谢赫六法”作为中国画欣赏和评鉴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在中国绘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了解“六法”就十分必

要。本文着重介绍“六法”，并用其原则对张萱的《捣练图》进行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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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谢赫六法

“谢赫六法”从命名方式便可看出此六法的提出者：即是谢

赫。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显著：是声名在外的人物画家、美术

理论家。他以肖像画和仕女画见长，特别是善画贵公子和闺房之

秀。这与他细致而敏锐的观察力、极强的默写能力、深厚的绘画

基础分不开。与此同时，他在理论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譬如他

的著作《古画品录》（也有人认为是《画品》[1]），从一定意义上

构建了中国画理论的体系架构，提出了评、品画的艺术标准——

“六法论”。

“六法论”顾名思义包括六个方面：分别是气韵生动、骨法

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六个方面：

1.1气韵生动：

关于气韵生动有多种释义：第一种是“作品中弥漫着不同凡

响的高雅之气”[2]；第二种是“指表现的目的，即人物画要以表

现对象的精神状态与性格特征为主要目的”[3]；第三种是“要求

画家吧人物的精神面貌生动的呈现出来。而气是人的生命力，与

人的气质、个性等相关联，没有气就没有韵；而韵实质上是个人

的才情、智慧等在人的生命、个性、气质上的表现”[4]。

以上三种释义总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没有很贴切，把气韵归结

为“弥漫”、“高雅之气”、“目的”有些牵强，或者解释为以评人

的要求来评画，又有些太过深刻。那么“气韵生动”应该怎样释

义最合适呢？笔者认为就是指画面形象的精神气质，此气质要生

动感人，活灵活现，简而言之就是“形神兼备”。故而一件优秀

的中国画作品，必定兼具感染力、吸引力，让人对之迷之着迷和

眷恋。譬如：郑板桥的《兰竹图》，所刻画出来竹子的气质吸引

了无数画家争相学习和借鉴；八大山人的《群鸭图》，鸭子活灵

活现、自由游行的状态跃然纸上，生动活泼，气韵油然而生。由

此可见“气韵生动”的作品不仅要准确的描摹物象的外形轮廓，

而且还要彰显出它的精神面貌和状态。达到神似，气韵生动也就

不远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没有必要故意把“气韵生动”

复杂化、难懂化，真正理解和实际应用就是最好的释义！

不少画家认为，缺少气韵的作品不能称之为画（画本身就是

一种艺术感、气韵性的供人欣赏和养性的饰品）。当然，“气韵生

动”并不是单独存在和孤立成林的，它作用的凸显和表现需要与

其他“五法”紧密相连。例如气韵生动离不开“骨法用笔”，因

为它是气韵生动在画面上体现和转化的桥梁。因此“骨法用笔”

绘画技法的掌握情况就关系到最终作品的成品效果。

1.2骨法用笔：

“骨法用笔”历来也是有多种释义：有的解释为“笔性”（笔

墨形态，用来表达艺术家创作思想）；有的说成是“笔墨”（用笔

墨达到的一种效果）；也有“用笔要有功力”；以上书法各有裨益，

但又不全面和明确，笔者认同张彦远的观点，即：“古之画，或

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形似须全其骨

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可见“用笔”的重要

性。用笔强调手对笔的控制力度，使绘制出物象的线条有韧力、

弹力等，给人一种鲜活生命感的体验，这是“用笔”！

用笔，即是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技法；“骨法用笔”简而言之

就是指用传统绘画的笔墨技法刻画出物象的形状、特点、精神气

质等。“骨法”最早是一种相学的概念，后来至魏晋时变化成评

品人物之风，多指风骨（形容人的刚正不阿、果敢傲气等性格特

征），直至谢赫时“骨法”转向力度的方向。“骨法”原来泛指人

物的外形特征，后来指一切描绘对象的轮廓。倘若我们把“气韵

生动”理解为虚无、灵气、思想化的“神”层面，那么“骨法用

笔”就对应着实在、接地气、具体化的“形”层面，两者是彼此

互生和紧密联系的关系。因此，“形”的刻画和摹写需要借助笔

墨的形式，但形的描摹仅仅是过程和手段，表现物象的“神”才

是最终的目的和归宿，这与顾恺之追求的“以形写神”的绘画理

念不谋而合。再一次强调了“骨法用笔”的基础性和实用性的根

基地位。

1.3应物象形：

“应物象形”就是画家在刻画对象时，既要顺应事物的本来

面貌，用适当的造型手段把它表现出来（描绘事物要有一定的客

观事物作为依托、凭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随意编造，就是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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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事物，描绘对象），又要不完全照搬照抄物象的形状、轮

廓。简而言之就是追求“形似”与“形不似”。故而，作为艺术

家，可以在尊重客观事物的前提下进行适当、合理的取舍、夸张。

这也是一种创作态度和方法。

1.4随类赋彩：

“随类赋彩”就是指如何对绘画作品进行上色处理了。其中

“类”指“种类”、“品类”，即是“物”的分类。根据“物”的

不同，选择色彩也会相应的不一样。例如：中国画的色彩与西方

油画是不同的，中国画喜欢用固有色（即物体本来的颜色），虽

然也讲究一定的变化（墨分五色），但色彩的变化和选择上相对

较小。

1.5经营位置：

“经营位置”主要涉及的是指构图。不论中国画，还是西方

画；不论古画，还是现代画，构图都是重要的思考点。经营是指

合理、巧妙、精致的设计和布局画面的构图，根据画面主题、题

材、内容的需要，安排调匿形象，即战术策略中的“谋篇布局”，

来展示作品的整体效果。中国画更是讲究画面构图的经营，它要

包括主体和次体的关系、前后的呼应选择、物体的虚实表现、画

面整体繁简的分布、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疏密和藏露、高低错落及

参差效果的构建等。

1.6传移模写：

“传移模写”指的是在绘画的创作阶段要特别注意的两点：

就是指写生和临摹。写生包括对真人、真物、真景进行写生；临

摹包括对古代作品、现代作品、绘画大师的作品等进行临摹。这

是一种不断创新、向生活和自然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也是继承传

统的精华的学习方法。

2 张萱《捣练图》

《捣练图》是唐代画家张萱的作品，在绘画史上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接下来用谢赫的六法去分析这幅《捣练图》。

首先，画面描绘的是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动作生动而自

然。在同一个习作中的人，因年纪、阶层、分工的不同，在动作

与面部表情上存在微妙差异，进而表现出人物的特点。人物塑造

逼真，刻画细腻流畅，展现了当时人物造型的特征，这是画家熟

悉生活、认真观察的结果。这就需要对六法中的“传移模写”、“应

物象形”有非常好的理解和掌握，才能从生活中细致观察、凝练，

把人物形象刻画到如此境地！

其次，从“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这个层面分析。画面在

刻画熨练妇女时微微的表情变化，精致的妆容；在绢下天真的女

孩，以及畏热而回首的煽火女童，都极尽生动。画家表现妇女活

动时一方面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注意刻画人物的气质、

精神状态等，让画面描绘的内容更具有生活气息，活灵活现，似

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悠然自得的在你面前从事这些工作一

样。这就体现了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不仅塑造了人物的

体态特征，而且着重刻画了各个人物的神态，折射出了她们的内

心、气质等。“气韵生动”刻画的生动而自然，必然少不了“骨

法用笔”的加持，否则没有办法把心中所想、所思完美的转化成

可视的画面形象。

然后从“经营位置”来浅析《捣练图》：画面设计了 12个人

物形象，按照制作流程分为三组。第一组：安排 4人捣练;第二组：

设计 2人，1人做于地板上理线，另 1人在板凳上;第三组是剩下

6人共同组成的熨烫情节，其中一个淘气、可爱的小女孩，在布

底下跑来跑去。这样画面就被画家分成“4”、“2”、“6”的人物

数量，在视觉和份额上产生疏密得当、高低起伏，引领观者顺着

画家的意图和设计欣赏完他的作品，这就是“经营位置”的神奇

效果和预期。

最后从“随类赋彩”来分析：画家在细劲圆浑、刚柔相济的

墨线勾勒出的人物形象上用柔和鲜艳的重色，完成人物的设色。

在欣赏“捣练图”画作的时候，会深深的被其设色所吸引，画面

色彩清新、活泼，给人一种轻松的、愉快的画面氛围。例如：最

后一组劳动场景的设色就非常漂亮和讲究，最右侧的女生是一橘

色的披肩和蓝色的裙子为主要的色彩搭配（使用补色），与这组

扇火的女孩人物形象设色做了一个呼应（以大面积蓝色配以小块

的橙色）；这组中间的人物形象则以白色和橙色为主要的色彩，

使中间的色彩清新明亮，画面冷暖分布合理，在视觉上给人赏心

悦目的感受。整个作品的设色精巧、别致，给人心悦诚服、百看

不厌的心理感受！

用谢赫的六法浅析完《捣练图》图之后，越发感觉到“六法”

在鉴赏绘画作品时的重要性，也更加被张萱的画技所折服。他塑

造出的人物形象或端庄、或调皮，或者体态丰盈、或者娇小可爱，

在配上无与伦比的设色，真是精品无疑！

参考文献：

[1] 赵保国，《谢赫六法辨析》，新乡学院学报，第 22卷第 2期，2008年 4月。

[2] 了庐、凌利中，《历代中国画论通解》[M],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

[3] 王进，《中国美术史》[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4] .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