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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是一位在绘画艺术上大胆创新的

艺术大师。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绘画中的民

间情感的文化实现，在于他的艺术从内容、

形式和审美意味上实现了传统文人画向民间

化的靠拢，向大众化、现代化的转型。齐白

石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从牧童到木匠，他

一直都生活在平民世界之中。早年的生存环

境与视觉经历是他日后艺术作品中无处不在

的民间情感和意趣的潜在情结，决定了他一

生情感体验与艺术表现的民间化意向。

齐白石在绘画色彩上大胆引进了民间艺

术的审美特色，使画面色调更为热烈、纯化。

自古以来，中国画家把用色问题仅仅看做是

用墨的附属，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当衰

年变法的齐白石告别青藤、八大山人的冷逸

画格，自创“红花墨叶”一派时，就以现实

生活为创作的源泉，大胆引进了民间艺术的

审美特色，将民间的彩绘与文人的简笔花鸟

画融汇成一个新的艺术综合体，创造了全新

的大写意赋彩法。齐白石在写意画中将赋彩

直接贯彻在用笔之中，经常使用强烈艳丽的

重色如极浓的西洋红等来直接造型达意，令

作品的色彩对比虽然强烈却绝无火气，造成

强烈而温馨的视觉表现力，大大发展了中国

画赋彩的方法和功用。

一、善于使用高纯度的鲜艳色彩

齐白石曾说过：“一般人作画用墨和用

色的浓淡不讲究，水碗与瓷碟不干净也不注

意，以致用水调墨调色不是浓就是淡，或是

色彩不鲜明，我作画时就绝不是这样。”纵观

齐白石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纯色如纯红、纯

黄等为主要表现色彩。在纯色中，出身平民

阶层的齐白石对于情绪饱满热烈的红尤其钟

爱，不但红梅、红牡丹是他笔下屡屡出现的

形象，他还画红菊、朱竹以抒发强烈的内心

感受。红色作为与原始生命同一的颜色，最

能激起人的生命情感力量，形成明显的情感

色彩倾向。红色的鲜艳度较高，带有强烈的

光泽，很难与其他颜色相配合。而齐白石对

红色运用自如，炉火纯青，这些热烈鲜艳的

红色或颂春之振奋，或颂夏之润泽，或颂秋

高气爽，或颂冬之冷峻，或颂祖国江山之壮

美，或颂祖国国运之昌盛，借助中国人偏爱

的代表欢乐喜庆的红色来赋予作品以强烈鲜

明的意境。在作品《双寿》中，用大块艳丽

的红色没骨法画出两颗饱满鲜活的红桃，表

达了画家对生命的美好祝愿和对生活的热烈

向往。人们常说齐白石的作品往往给人以鲜

艳得“跳”出来的感觉，这就跟他用胭脂、洋

红大有瓜葛。与此同时，齐白石又主张“古

样绝伦”、“艳不娇艳”，意在拒绝俗艳而艳中

求雅。齐白石对于浓丽色彩的大胆运用，更

接近了中国民间美术在用色上的那种明快和

强烈的风格，和强调色彩清淡的一般文人画

大不相同。

二、善于将色彩进行对比组合

对比规律的运用可谓是齐白石大写意赋

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大胆地引进了民间

艺术的审美特色，运用补色、高纯度的色相

对比使色彩夸张刺激。齐白石在色彩选择上

巧设对比，使作品产生出张力极强、气势逼

人的效果。总体来说，齐白石运用色彩对比

的方法和原则可归结为二：一是色与墨对比。

齐白石喜欢直接使用原色作画，但他始终将

墨色作为一种基调、一种与原色的浓艳形成

鲜明对比的因素来使用。其中红与黑的对比

最为强烈撼人。在民间美术中，红与黑色彩

配置深受民众喜好。黑色墨色凝炼庄重，用

来表现朴素幽静的意境，红色热烈夺目，作

为喜庆、热烈、幸福的象征，二者组成花叶，

一扬一抑，在对比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之美。如他在95 岁时画的《祖国万岁》以红

花墨叶的浓烈对比颂扬了新中国朝气蓬勃、

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黄与黑的对比搭配也

常见于齐白石的葫芦、桂花等植物作品中，

在浓墨的衬托下，黄色尤为显得清新夺目、

古雅动人，墨与黄一冷一暖、一暗一明，互

为补充，鲜明而谐调。如《牵牛葫芦》中墨

色葫芦叶、藤枝与黄色葫芦在黄与黑、浓与

淡的交相辉映下，传达出秋天特有的丰收、

成熟等寓意无穷的意绪。二是色与色的对比。

高纯度的色相、补色对比的色彩原则在传统

的文人画中从未出现过，但在齐白石的画作

中处处可见，这种几乎是原色对比的更为大

众的色彩倾向，造成浓烈而温馨的视觉表现

力，既是民间风物本身色彩的提炼，也是浓

烈的思乡情愫的艺术外化。红与绿的搭配在

传统文人中一般为用色禁忌，在民间色彩中

却很常见。在齐白石笔下它们也成为一种用

色范式，为人所喜爱。如他画的《牡丹》、《牵

牛花》、《海棠》都属于这种用色。红色的花

瓣让绿色的茎与叶映照得鲜艳饱满。这对补

色的应用使得画面活泼，富有很强的张力，

在追求鲜艳夺目效果的同时又不失色彩的和

谐，显得色彩艳而不媚，铿锵有力。红与黄

的搭配也常出现在齐白石的菊花、寿桃等作

品中。红色与黄色在我们民族传统的语言是

幸福、庄严、神圣的代名词，是智慧和文明

的象征。民间配色口诀：“红搭黄，亮晃晃”；

“要求扬，一片黄”就充分体现了红与黄的色

彩魅力。受民间艺术文化熏陶的齐白石就运

用了这种色彩搭配。红与黄在彼此的映衬下

都尤为显得清新夺目，鲜明而和谐。如《菊

花图》中黄色的菊花与红色的菊花交错着，

在花青墨色的花叶对比下显得鲜艳而富丽，

显示出菊花那蓬勃向上之美。

三、善于以色扶形

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作品从根本上突破

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中勾勒、填染、平涂的

陈规陋习，他大量的写法染色，用颜色画出

物象的造型，还直接以色彩勾线造型，如在

画月季、菊花等花卉时都直接以深色进行勾

线，他的布色势如运墨，笔笔有法，或点或

垛，或点或涂，不出运笔之道，令他的大写

意作品达到了更为简洁抒放、随心所欲的境

界。在《雁来红》作品中，齐白石运用大写

意赋彩法，每笔布色都如用墨的笔法，用红

色画出花、茎、叶，再用较深红色也如用墨

的笔法勾勒出叶筋。整幅画没有用墨线去勾

勒，也没有大块墨色的支撑，但却不失稳重，

形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富有生长的活力。除了

《雁来红》，齐白石还运用色彩造型创作出众

多艳而不俗、俏而不华、亮而不躁、鲜而不

浮的色彩格调，为中国画坛添上了一笔充满

创新色彩的亮笔，带给当代中国画坛以诸多

有益的启示。

齐白石的用色特点得助于民间艺术对

他的潜移默化和陶养。他对民间色彩特点

的大胆运用不仅让中国人，也让西方人，让

全世界都看到了传统中国画的现代转变，

在中国画色彩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一座不

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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