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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壁画的材料

（一）壁画石

壁画石是一种特殊的石材，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壁画的创作

与装饰。它的质地坚硬、光滑，色彩多样且持久耐用，适合用

于描绘细腻的图案和表达丰富的情感。在古代，壁画石通常挑

选自优质的大理石或花岗岩，经过精心选择和加工。艺术家们

利用其色调鲜明的表面，在上面绘制了各种题材的图案，如人

物、动物、风景等。壁画石的质感和纹理赋予了作品独特的触

感和立体感，使其更具观赏价值和艺术性。壁画石的应用范围

广泛，可以见于古代宫殿、寺庙、墓葬等建筑中。它不仅作为

装饰元素，还承载了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内涵。通过壁画石的

运用，古代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壁画作品，为后世

留下了宝贵的艺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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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古代壁画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材料和技法在绘画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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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干壁画、泥塑等技法的介绍和分析，本文旨在揭示中国古代壁画材料技法对于绘画创作的启示和影响，希望可以

为我国绘画创作形成有效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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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ncient Chinese mural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painting art, and the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ainting creation with their unique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of ancient Chinese murals, and explore their application in modern painting 

creation.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materials such as mural stones, pigments, grinding 

tools, as well as techniques such as wet murals, dry murals, and clay sculptures,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inspiration and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mural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on painting 

creation, hoping to form effective impetus for Chinese painting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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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壁画历史悠久，流传至今的壁画作品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多样。古代壁画的制作过程涉及到材料的选择和精心的技法运

用，这些材料技法对于绘画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基于中国古代壁画材料技法的视角，探讨绘画创作，也更有现实意义。

（二）颜料

中国古代壁画所用的颜料是一种天然矿物质颜料，主要由漆

土、朱砂、黄土、石青、石黄等材料制成。这些大部分来源于地

下矿脉和山石之中，经过多道工序提取后得到。这些颜料品种繁

多，可以呈现出丰富而鲜艳的色彩，如鲜红、墨黑、深紫等。同

时，它们都具有良好的遮盖力和附着性，使得颜料可以在绘画表

面上牢固地停留，并不易晕开或掉落。古代艺术家们善于运用颜

料的性质，在绘画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特点，创造出众多精美的壁

画作品。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调配不同的颜色和浓度，以表达出不

同的情感和意境。同时，他们也懂得运用颜料的纹理、透明度、

反光性等特点，在作品中营造出多样的质感和效果。

（三）研磨工具

中国古代壁画创作中，研磨工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之

一。研磨工具主要包括砚台、研墨石、砂纸等。砚台是一种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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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颜料的工具，通常由石材制成，如青石、硯石等。砚台的上

部凹陷形状，用于放置颜料，而底部则有凸起的圆点状，用于研

磨颜料。艺术家们在砚台上加入适量的水或其他溶剂，将颜料放

置于其中，然后用研墨石来回磨擦，直至颜料达到所需的浓度和

质地。研墨石是古代常用的研磨工具之一，它常采用黑色或深灰

色的石材制成。使用研墨石研磨颜料时，艺术家们需用手持研墨

石在砚台上来回推动，通过磨擦使颜料与水混合均匀，并达到所

需的稠度和质感。此外，砂纸也是一种常用的研磨工具。砂纸是

一种由沙粒或矿石颗粒附着在纸张上形成的材料，其用途主要是

磨擦墨迹、平整绘画表面。在壁画创作过程中，砂纸可以用于修

整墨迹的轮廓线条，使其更加均匀和清晰。

二、中国古代壁画的技法

（一）湿壁画

中国古代壁画中的一种重要技法是湿壁画，湿壁画是在墙面

上湿润的石膏或粘土表面进行绘画的一种方法。这种技法广泛应

用于中国古代壁画的创作中，特别是在唐代和宋代时期达到了高

峰。湿壁画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首先，艺术家们会将墙面涂抹

一层石膏或粘土，并在其未完全干透前开始绘画。在湿润的墙面

上，艺术家们使用颜料和水混合后的溶液，利用刷子或毛笔进行

绘画。由于墙面湿润，颜料能够更好地渗入表面，使得色彩更加

鲜艳且持久。湿壁画的技法给予了艺术家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

他们可以通过控制颜料的浓度、笔触的力度和线条的流动性来创

造出细腻而富有变化的效果。湿壁画的特点在于颜料在湿润墙面

上的扩散和渗透，使得色彩的过渡更加平滑和自然。艺术家们可

以通过画笔的运用，将色彩层层叠加，从而实现丰富而立体的立

意和表现。

（二）干壁画

干壁画是在已经干燥的墙面上进行绘画的一种方法。这种技

法在中国历史悠久，自汉朝以来就有所应用，并在唐宋时期发展

到高峰。干壁画的制作需要在精心处理的墙面上进行绘画。首

先，艺术家们会将墙面涂抹一层特殊的素料，如石膏、粉状黏土

或石粉等，来增加墙面的光滑度和附着力。然后，利用颜料和水

混合后的溶液，艺术家们使用毛笔、刷子等工具进行绘画。由于

墙面已经干燥，艺术家们需要对颜料的浓度和水分进行精确控

制，以便在墙面上创作出精美的图案和色彩效果。干壁画技法给

予了艺术家们更多的细节表现和精确控制的空间。他们可以运用

毛笔的微妙变化和笔触的力度来描绘人物形象、景物细节和纹饰

花样。干壁画特点在于色彩的纯粹和线条的清晰，在墙面上呈现

出干净整齐、富有层次感的视觉效果。

（三）泥塑

泥塑是一种以黏土为材料，通过手工捏塑、雕刻和烘烤等工

艺制作成立体形象的艺术形式。泥塑的历史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

先秦时期，而在汉代达到了高峰。泥塑通常使用粘土或陶土作为

原料，艺术家们通过手工捏塑或塑模的方式，在细腻的细节上逐

渐雕刻出人物、动物、神像、器物等形象。完成雕塑后，泥塑作

品需要经过烘烤或晾干等一系列工序以固化。泥塑的技法赋予了

艺术家们相当大的创作空间和表现自由度。他们可以通过调整黏

土的湿度、厚度和柔韧性，以及运用各种工具，如刀子、刷子、

线条压印等手法，使形象更加生动逼真。泥塑作品既可以表现静

态的形象，也可以通过姿态、表情和衣纹等细节来展现动态和活

力。泥塑在中国古代壁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艺术家们常常在壁

画中加入泥塑图像，与平面画面相互呼应，丰富了整体的艺术效

果。泥塑作品不仅被广泛应用于宫廷、寺庙和陵墓等建筑装饰，

还成为民间艺术的一部分，常见于庙会、民俗活动和民居的装

饰中。

三、中国古代壁画材料技法在现代绘画创作中的运用

呈现

（一）使用类似颜料

中国古代壁画材料在现代绘画创作中的运用呈现出一种独特

的韵味和风格。艺术家们通过使用类似颜料的材料，如水性绘画

颜料、丙烯颜料等，充分发挥了这些材料的特性和优势。

类似颜料的材料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色彩选择，艺术家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创意和需求，运用不同的颜料来创造出鲜艳、深沉或

柔和的色彩效果。这些颜料具有较好的附着力和延展性，使得艺

术家们能够以自由灵活的笔触和刷法，将颜料涂抹于画布上，呈

现出丰富的光影效果和纹理层次。

同时，类似颜料的材料也能够模拟出古代壁画所具备的质感

和观感效果。艺术家们可以通过调节颜料的浓度和稠度，控制颜

料的水分和干燥速度，从而在画布上创造出与古代壁画相似的覆

盖力和质感。他们可以运用各种技法和手法，如湿刷、拓印、描

绘等，来表现出古代壁画那种沉稳、精致和独特的艺术风貌。

此外，类似颜料的材料还具有较好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使得

作品能够更长时间地保持其色彩鲜艳和形象完整。艺术家们可以

运用这些材料进行绘画创作，并结合现代绘画技法和表现手法，

创造出富有个人风格和传统文化内涵的作品。

（二）探索新材料

中国古代壁画的材料在现代绘画创作中得到了持续的探索和

创新，艺术家们不断尝试使用新材料来呈现古代壁画的效果。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材料工艺的发展，现代绘画创作中出现了

许多新型材料，如亚克力、油漆胶等。这些新材料具有极佳的附

着力和耐久性，能够在画布上创造出类似古代壁画的质感和观感

效果。艺术家们可以运用新材料的特点，通过调节颜料的稠度和

涂刷的厚度，制造出类似于古代壁画那种浓郁的色彩和立体感。

此外，现代绘画创作还探索了一些与古代壁画材料相似的有

机材料。例如，一些艺术家开始使用天然矿物质、植物纤维等材

料进行绘画，来模拟古代壁画所使用的颜料和胶粘剂。这些有机

材料不仅能够赋予作品独特的质感和自然光泽，还能够实现与自

然环境的更好融合。

除了新材料的应用，现代绘画创作还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材

料相结合，呈现出古代壁画的效果。艺术家们可以利用计算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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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绘画设备，创造出虚拟的古代壁画效果，并将其印刷或展示

在屏幕上。这种数字化的方式不仅能够实现更高的精确度和表现

力，还可以方便艺术家对作品进行修正和修改。

（三）干壁画技法的运用

中国古代壁画技法在现代绘画创作中的运用呈现出独特的艺

术魅力和创新性。其中，干壁画技法的融入为现代绘画创作带来

了一种独特的质感和表现方式。

通过干壁画技法，艺术家们能够营造出独特的质感和纹理效

果。颜料与基材的结合更为紧密，呈现出一种厚重且立体感强烈

的效果。艺术家们可以运用刮、拓、描绘等技巧，在基材上创造

出肌理丰富、层次分明的图案与形象，使作品具有触感和立体的

视觉效果。

此外，干壁画技法还能够实现长久的色彩保持和稳定性。颜

料与基材的结合牢固，使作品能够经久耐用地保存色彩鲜明。艺

术家们可以通过调节颜料的浓度和干燥速度，自由地表现出丰富

的色彩层次和光影效果。

在现代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们运用干壁画技法，既能够传承

古代壁画的艺术技法和观念，又能够融入现代审美和个人风格的

表达。他们能够运用这种技法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和气

质，同时又结合当代的视觉语言和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具有独

特魅力和深远意义的作品。

（四）湿壁画技法的运用

湿壁画技法也是中国古代壁画技法中的重要一种，在现代绘

画创作中，艺术家们也将湿壁画技法引入到画布等基材上进行

创作。

湿壁画的优点在于能够表现出非常丰富的层次感和质感。水

涂料的润湿度对于颜料的扩散、流动等都有一定的影响，艺术家

们可以通过对水涂料的调配和使用手法等方面进行控制，达到所

需的艺术效果。

此外，湿壁画技法也具有较高的耐久性和稳定性。因为颜料

会与底层的水涂料结合更加牢固，而水涂料与基材也能够更加紧

密地融合。这些特性让湿壁画作品能够经久耐用地保持原有的色

彩和细节。

在现代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们可以运用湿壁画技法，将其与

其他技法融合使用，以达到更加丰富的表现效果。湿壁画技法不

仅能够体现中国古代壁画的艺术特点，更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

有很大潜力的绘画手法，能够激发艺术家们的创造性，并为观众

带来新颖而有趣的艺术作品。

（五）泥塑元素的融入

在现代绘画创作中，艺术家们将泥塑技法的元素引入到绘画

中，运用类似的手法和材料进行创作。

通过泥塑元素的融入，现代绘画作品呈现出了立体感强烈的

效果。艺术家们可以在画布上粘贴泥土或者采用厚重的绘画媒介

进行塑造，使作品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而有质感。艺术家们可

以利用各种工具来刻画泥塑的细节和纹理，营造出真实而生动的

艺术形象。

泥塑元素的融入也使得作品更加富有触感和立体感。观者不

仅可以通过视觉来感受作品，还可以通过触摸表面的凹凸纹理来

感受作品的质地。这种多感官的体验为现代绘画创作带来了新的

可能性，使观众能够更加亲近和沉浸于作品之中。

总之，泥塑元素在现代绘画中的运用为作品注入了独特的立

体感和质地感。艺术家们通过运用类似于泥塑的手法和材料，在

绘画作品中创造出具有立体效果的形象和丰富的质感，为观众呈

现出更加生动、真实的艺术体验。

四、结束语

中国古代壁画材料技法在绘画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力，通过研究古代壁画的材料与技法，可以为现代绘画创作提供

启示和丰富的创作方法。同时，在应用这些古代壁画材料技法

时，也需要根据现代绘画的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以推动

绘画艺术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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