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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创作中手工纸对笔墨效果的影响

近年来，纸厂、手工纸作坊开发了越来越多的书画手工

纸，以满足不同水墨表现形式的需要。同时，画家们对山水

画创作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对画作表现力表现出与过去不

同的标准和期望值，以及更加多元化的理解和审美，对手工

纸的性能要求和呈现出的水墨效果也更加挑剔。不同种类的

手工纸，一定要具有可靠的质量才能帮助画家巧借材料充分

发挥技巧。画家在创作时应视自己的技法需求、表达需要合

理选择纸张。因此，若想创作更加精美的山水画，熟悉、开

拓不同手工纸的水墨性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山水画教

学课堂上不可缺少的一项技能训练。

1 手工纸性能的成因与选择

不同的手工纸呈现出的颜色、表面特征都不尽相同，润

墨性和结实度也存在差异。就润墨性而言，麻纸介于生宣和

皮纸之间，麻纸表面有很多纤维束，通常比宣纸显得粗涩。

它自身源于未完全漂白而产生的颜色，反而使其有助于呈现

某些特定山水画的形象、意境。竹纸整体颜色偏白，有些呈

现出白的发冷的冷色调，不同于其他手工纸偏暖、微微泛黄

的白色。就韧度和强度而言，竹纸要比皮纸差一些，其快速

渗化的润墨性使其对线条、点画的形象保留存在天然劣势。

通常，在纸张表面进行施胶可以提升对线条的保留性能。这

种施胶的纸俗称熟纸，不容易渗墨。没有施胶的纸，俗称生纸，

容易渗墨。通过采用人工手动刷胶和矾水的方式，生纸可以

制成熟纸。在调制胶矾水时，配比上需秉持“三矾七胶”的

原则。半生半熟纸其润墨性介于生纸、熟纸之间，其润墨性

能得到了适度控制，虽然可以渗化水分，但速度较慢。

在进行书画用纸的选择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原料

成分、厚度、韧性、润墨性、表面光滑度和寿命等。通常以

润墨性作为判断纸张好坏的主要标准。所谓润墨性，就是水

墨渗化纸张的性能，体现在渗化速度、是否均等的渗透向各

个方向、渗化后表现出的边缘特点和墨色品质等几方面。好

的书画纸应能够极好地体现出墨的色泽，不是污浊灰暗，而

是墨色清晰、通透，更富层次性。不好的纸张通常缺陷明显，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墨色品质被削弱，画上去的墨色没

有光彩，看起来灰暗污浊；二是无法表现墨色浓淡的细微变化，

不同浓淡的墨画显现出近乎相同的墨色 ；三是无法保留墨色

层次，在用积墨的方式作画时，画面往往会模糊掉，无法区

分先后不同的墨色 ；四是渗化墨的程度太大，导致线条很难

呈现出明确的形象。有些纸的润墨性极强，哪怕是用很干的笔、

很快的速度，线条依然会失掉原本形象，边缘由于渗化而模糊，

这种纸质量差，不宜用来作画。

如果保存方法妥当，书画作品可以历千年而不坏，即“纸

寿千年”，这是一种中国独有的手工纸种类。研究发现，纸的

寿命多取决于纸的 pH 值。古往今来，我们的造纸工艺，使

纸张呈碱性，PH 较高，很少出现酸化变质。较长的纤维可以

增加纸的耐久度，麻料和皮料都具有这种纤维特性，这是纸

得以长久保存的基础，因而，皮料的含量是宣纸的重要指标。

画家或者是正在学习书画的人，在进行成熟作品创作时，需

慎重选择纸类。既要了解纸的品种、特性，特别是润墨性能，

又要不断实践探索如何将纸的效果最大限度发挥出来。

2 手工纸与毛笔、水墨之间的关系

虽然毛笔、墨和纸性能不同，但通常很难将某一特点单

独而论，彼此之间都需要借助其他两者才能发挥效用。显然，

毛笔一旦离开了墨与纸其特性无法全面凸显 ；毛笔唯有蘸墨，

借助于纸才能产生画痕 ；墨色依靠毛笔才得以调配和铺散，

借助于纸才能呈现微妙变化 ；宣纸需要依靠毛笔的柔软，才

能承受笔力并呈现出变化的力量速度，也只有墨色能将纸的

洇墨性能充分展现出来。所以，要了解 3 种材料的各自属性，

也要了解三者彼此之间相互反应和发挥关系的互为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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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山水画的创作与实践教学中，常常要涉及到手工纸。纸的原料不同、工艺不同，会导致其吸收水墨

的性能也不相同，最终呈现出不同的水墨效果。文章主要讲述不同手工纸的性能及其影响因素和选择要点，分

析了解纸、笔、墨三者之间的关联，还从山水画运笔、用墨两方面进行了讲解。

关键词 ：山水画创作 ；手工纸 ；笔墨



Paper Forum  ■ 纸论坛

672022年第4期  《造纸信息》

就毛笔、墨、纸而言，毛笔充当工具，画家和书画学习

者靠它完成作品，但最终的作品呈现里没有毛笔。与之相反

的是，墨和纸都是最终作品中的组成部分，所以墨和纸是材料。

笔锋的形状变化，部分原因是由于笔锋和纸面的摩擦，最终

这种摩擦力的大小和方向被线条记录下来。毛笔可以吸墨和

附着墨，也可用来调制浓淡不同的墨。若将笔锋、笔腹和笔

根蘸满墨，就不太容易产生变化，蘸墨时，仅用笔锋和笔腹

蘸取，保持笔根全是水，在绘画中，伴随墨和水的消耗，墨

色会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干，呈现出极其自然的墨色变化。

不同画家作画习惯不同，有的习惯先调制不同浓淡等级的墨，

绘画时分别蘸取，有的习惯随用随调。二者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在黑白灰层级上较为清晰，墨色变化少。后者墨色变化多，

但若把握不好，则会导致大的墨色层级在等级关系上不明确。

墨色的变化取决于不同的影响因素，毛笔的调配、墨在

纸上的流动都影响着墨色，还有墨的渗化、吸收、固着和衬

托都影响着墨色。黑色的纸无法显现墨色的变化是显而易见

的，所以一般用白色和浅色宣纸，来突出强调黑色的效果。

通常，纸的光滑度影响墨的流动性、行笔时的摩擦力。而墨

在纸上的痕迹特性又受到熟宣纸、生宣纸的直接影响，是否

渗化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墨痕。对于那些渗透墨色的纸而言，

由于纸的厚度不同，纸张吸收渗化的墨量也不相同。墨被吸

收较多的，在纸面的呈现就稍显迟钝，也减弱了墨色原本黑

的程度，导致区分微小变化的能力减弱。由此可见，哪怕是

笔墨用法适当，纸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画面效果。所以，

毛笔自身的柔韧度和硬度，是否能够在纸面顺畅行走，纸的

柔韧度、光滑度能否满足毛笔行走需求，纸的润墨性、吸墨

量和速度以及质地能否利于墨色发挥，墨的黏稠度、色相和

光泽度能否利于调制毛笔，或能否利于纸的反应、吸收，这

三者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3 山水画的运笔

笔即是行，墨即是色。笔可以表现出不同变化的墨色。

山水画想要画好，在表现方式上必须学会笔墨兼有和以骨为

法。晚唐时期，张彦远通过《历代名画记》阐述了他对画作

立意和笔墨关联的理解，他认为墨通过笔得以表现，并提出

了书画同源的文艺主张。他的主张流传至今并仍被视为经典。

山水画创作，画家寓情于画，将情感灌注于笔墨，给予画面

极强的生命力和浓厚的情感寄托。创作山水画，以笔为主导，

以墨为依托，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评价山水画的好坏

首先看笔的运用，其次看墨法的运用，墨依托于线条，墨法

通过运笔呈现。例如，画一颗柳树，并借此表达精神的愉悦，

即可把树干的斑驳用干涩的笔进行皴擦，再将笔进润泽，来

画柳枝随风摇摆，用潇洒、轻盈的笔画画出随风飘动的树叶。

即可表达出个人情感和柳树的姿态。在刻画山石的气势时，

也可大胆尝试斧劈皴的方式。斧劈皴即侧锋用笔，可蘸浓墨

也可蘸淡墨，大胆用笔，也可小笔去皴山石。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笔触之间不能重复，需一次性完成。然后再进行淡墨

渲染，体现石头质感。

4 山水画的用墨

山水画既要有笔，又要有墨，做到墨韵生动。山水画整

体是以笔为形，以墨作色。通过笔的运用可以很好地展现墨 

色，惟妙的用笔方式通过墨色得以展现。在创作山水画时，通

常变换不同的墨色来表达不同景观的颜色，这充分表达出凝练

的概括性和极佳的艺术趣味。在宋元时期，水墨山水画创作进

入到巅峰时期。这个阶段多采用写意方式，主要以黑色为主，

注重浓淡墨色的变化。丰富多彩的墨色运用体现了墨韵特色，

让画面富有一种节奏感。在墨色的变化方面，需要虚实相应，

通过虚实交替和近实远虚的方式，来展现墨韵变化。例如在画

山石时，就需对墨色的浓淡做出变化，运笔也要注意轻重变化，

可用较淡的墨色来刻画山石，同时笔的水分尽量要多一些。在

渲染时，通常用大画笔，用侧锋进行从上到下的渲染，逐步加

深，使其由淡墨色变为深墨色，待到前一层墨色风干之后在进

行遍染，也可通过加皴加染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积墨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山水画创作还是教学，都面临材料与

纸张的选择运用问题。画家或学画的学生在面对五花八门、

良莠不齐的纸品时，通常表现得不知所措。劣质的和不符合

笔墨需求的纸张是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会直接影响教学和

学画的效果。如果能够做到对纸张有基本的鉴别和把握，既

有利于理解山水画的画法技巧，也有利于实现依据自己的水

墨需求来展现特定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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