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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画语：论用笔法

作者：陆俨少  来源：陆俨少画语录图释

  下笔之前，必须运气，运指腕。  

  中指拨动，是用笔的诀窍。 

  作画的要求不同，大大超过写字。其大要指实掌虚，四面出锋，回旋的余地要大，

这是总的方法。但指实不是执死不动，尤其中指必须微微拨动。因为五个指头，大指、

食指、中指紧紧执住笔杆，无名指和小指只不过起到辅助作用，而上面三个指头，中指

最靠近笔尖，稍动一下，点划之间便起微妙的变化。 

  三指紧执笔杆，二指辅助，指实掌虚，是竖笔的执笔法。 

  拖笔，尤其想下拖，执笔的方法就要改变，好象单勾法。大指、食指两个指头在上

面从相对的方向执住笔杆，中指、无名指、小指三个指头在下面妥住笔杆，近于执钢笔

或铅笔的方法。所不同的只是指头要伸直一些，有不要执得太紧，笔锋同样要藏在墨痕

中心，这样也可以达到圆的效果，叫做卧笔中锋。 

  用笔要竖得起，卧得下。……竖笔拖笔，必须穿插交叉互用，因势而行，切忌做

作。达到运转自然，圆浑无碍，才是佳制。 

  中锋的好出在于丰实壮健，而不偏枯纤弱之病。 

  所谓中锋，要求笔尖永远在这一笔的墨痕中间，而不是偏出墨痕的边缘，做到万毫

齐力，这样不论竖笔、卧笔、拖笔、逆笔，都是中锋。 

  笔平划是中缝。但转了一个弯，笔锋偏出墨痕边缘，就不圆，就不是中锋，这样必

须换笔（按：指改换调整用笔方法，而非指另换一支笔），那末笔锋又回到墨痕中心

来，还是中锋。 

  训练运腕，要求腕的运作圈得转，就靠平时不断地画圆圈、打圈子，把指腕运活，

配搭紧密，以达到圆转无碍的境界。 

  还须训练拉长线条。长线条有直线和波浪纹曲线多种，都要中锋一笔到底，那就不

止运腕，同时还要运臂。拉时腕不能靠在桌面上，正中端坐，利用腹部呼吸，沉住气，

目光盯住笔尖，执笔要较高，笔杆垂直竖起，中指微微拨动，徐徐划过去，这样不论横

线、直线，都能出于中锋，而且能拉得长，虽到末杪而气不竭。 

  线要拉得长，圈子要圈的圆，在山水画技法上，是基本功训练的浪个方面。 

  用笔柔毫宜刚用，健毫宜柔用，尖笔不秃，做到如此，才见功力。第一靠不断的肌

肉训练，要做到把力用到笔尖上。第二要熟知笔性，深体细察，因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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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笔尖时，要提得起，留得住。画一根线条，要用全身的力量送到底。送的时候

中指向下按，同时臂腕向里拖（按：此系指画直线，如划横线则应是臂腕向右拖），中

指微微拨动，摇曳生姿，不是平划过去，这样线内就有东西，有了东西，就留得住。 

  不论一点一线，下笔把的稳，提得起，放得下。 

  笔既要提得起，还要揿得下。 

  提得起，用笔尖；揿得下，就要用笔腹、笔根。小揿用笔腹，大揿用笔根。要一揿

到底，揿得重，揿得杀，不管笔头上水多水少，或湿或干，要有决断，无所顾忌。切不

要欲揿又止，不重不透，观望不前，忧郁不决，这样才能达到沉着痛快的效果。  

  下笔要如刀切，笔的边缘要有"口子"。所谓"口子"，就是墨痕不是到边渐淡，而是

到边反浓。积墨凝聚在边缘好像刀切，所以也叫"杀"。用笔能"杀"，才能沉着痛快，才

能免去甜、赖、疲、瘟诸病。能"杀"之法，首先用笔要重，重要有内劲，不是用蛮力。 

  按：用笔能"杀"，当有两层含义。一是作画用笔当善用笔尖，用笔尖"切?quot;下

纸，好像是用笔尖剖开了纸绢上的空白挤了进去，这样原来纸绢的空白之气当中好像被

用力塞进了一道道如金刚杵似的笔迹；再是用笔揿得下，使笔力鼓足而直达于笔迹的边

缘，尤其是使墨色到边反浓，形成"口子"，如刀切。这样黑白虚实对比强烈，气感充

沛，画面精神就显得更为饱满。现在有的中国画家作画，往往不善于使用笔尖。有的人

爱用秃笔扫，用笔反复皱擦，以图获得苍莽之气，但总的画面效果却显得平。倘若能再

适当地配上一些用笔切杀、力透指背的笔法，那无疑将会使整幅画精神顿起，吊出其中

的"鲜"味来。当然这需要培养功力，否则纵然用中锋笔尖去画，画出的线条也只能是"烂

面条",而不可能是"金刚杵"。 

  提揿二者穿插互用，抑扬收放，产生节奏感，画面就不平，有韵味。 

  在局部、细部，用笔也要动静参用，几笔凝重沉着之间，参以几笔飞动之势，求其

不平，而得节奏之美。 

  如果只有沉着，而没有痛快，笔墨就要"呆"、要"木"。如果只有痛快而没有沉着，

那么所谓痛快，每每要滑到"轻"和"薄"上去。所以有了沉着，再加痛快，才能做到笔墨

运用的极致。 

  下笔之际，气沉丹田（利用腹部呼吸），同时很灵活地运用指和腕。心有定力，下

笔直书，做到既扎实，又飞动。 

  心有定力，笔有定法，以我为主，不为外物犹豫彷徨，如是则粗细、工写、大小，

皆能心手相应惟命所之。自古以来，凡是大家，往往能在粗中带细、细中带粗，大中见

小、小中见大。 按：要求下笔有定力，清代沈骞在《芥舟学画编》中即已提出，他要学

画的人"先鼓定力，从此着脚"。这"定力"即笔力，亦即笔气，它来自于不断修炼的心性

修养，因而也是心力。因此陆俨少指出必须"心有定力，笔有定法，以我为主，不为外物

犹豫彷徨"。倘若心的定力不足，则如孟子所云："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心的定力不

足则笔力馁弱，因此学书画用笔必须"先鼓定力"。 

  用笔要多用虚笔，少用实笔。……虽然笔毫在纸上轻拂而过，或则细如发丝，势若

飘扬，但这仅仅是虚而不是轻。用笔要有内劲，则虽轻实重。 作画用笔要毛，忌光。笔

松乃见毛，然后有苍茫的感觉。但不是笔头干了才是毛，湿笔也可见毛。要做到笔松而

不散，笔与笔之间顾盼生姿，错错落落，时起时倒，似断非断，虽湿也毛。 

   



  按："多用虚笔"、"用笔要毛"，和"用笔要如刀切"，看似矛盾，其实是用笔效果的

两个方面。以用笔本身效果而言，应该是有紧有松、有光有毛，因而有实有虚。这是毛

笔在一定作用力之下持续运动，因笔中含墨水多少的变 匀换岵 南窒蟆６ 曰 冶

救死此担 吮试蛴 僦厝羟幔 诰 裆喜痪心啵 扑嬉馔磕ǘ 槿け舷郑 庵志 褡刺

从吃诒誓 芯跎嫌κ撬闪榈摹? 笔头大的人，即使画了一根线条细如发丝，它还是大的。 

  写意用工笔打底。看似粗头乱服，其势似急风骤雨，而在关键之处交代清楚，一丝

不苟。工笔间写意，看似精工细琢，而下笔挥洒自如，毫不经意，方见功夫。 

资料来源于西泠印社《陆俨少画语录图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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