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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京艺术大学临摹课程
“现状临摹”是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学科和日本画保存修复

学科教学训练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临摹方

法可以运用到学习和创作当中。

1. 古色临摹：古色临摹是忠实于原作因为时间而产生的颜色

变化，但又不拘泥于破损、虫蛀等影响画面的其他因素，选择性

的维持古色进行的临摹。这种类型的临摹在一般的创作学习中是

最为常见的。古色临摹要求临摹的作品颜色等细节与原作大致相

同，同时要临摹出原作的气韵与神韵。

2. 古色复原临摹：古色复原临摹和古色临摹很接近。当对某

些大面积局部破损的作品做临摹时，临摹者可以通过寻找资料并

依照美感补全破损的部分的一种临摹。

3. 现状临摹：现状临摹是将原作画面的所有信息都一模一样

的复制再现，包括污点、破损、虫蛀等。现状模写通常是为了代

替原作用来展出、或者是满足收藏家的需求。现状临摹可以说是

临摹中在技术上要求最高的一种，同时也是最为耗时的一种，所

以通常会作为训练临摹技巧的基础课程。另外现状临摹也可作为

判断临摹者临摹技术水平的标准，因为有原作做对比，任何一处

的不准确都会被轻易发现，在不熟悉材料或不了解设色步骤的情

况下很难完全重现原作的肌理、质感等。此外在现状模写过程中，

通过对破损状态的观察，有助于理解原作的表现技法，在修复绘

画破损时也起到重要作用。

4. 资料取样临摹：此类复原临摹常见于早期的临摹，因为资

料取得的困难和工作环境的限制，所以特别重视资料的重点收集

和记录。比如张大千先生率领弟子等在敦煌所作的临摹很大一部

分就属于资料取样临摹，一些早期的地图档案的收集也常用这种

手法记录。现在由于科技的发达，这种临摹形式逐渐减少，仅成

为画家创作前的准备或严密临摹前的前置工作。

5. 复原临摹：根据美术史的考察和科学推定研究等方法，复

原作品最初被制作时所呈现的风貌。因为复原模写对作品所处时

代的时代印象和作者作画所使用的材料、技法特点等有相当的要

求，所以会动用到大量的高科学测量仪器对原作进行分析，通过

机器的检查我们可以得知肉眼无法分辨的材料讯息。但是无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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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掌握的多精确，临摹者分析资料和重新制作的能力还是一大

考验。

6. 再现临摹：再现临摹是将被损坏的作品复原到一定时期的

样貌的临摹。复原作品时使用再现临摹的方法，以毁坏前所留下

的现状为临摹参考，复原其损毁前的样貌。所以再现临摹并不是

复原作品最初的样貌。

二　日本画现状临摹技法分析
1. 准备工作：选好自己现状临摹的场面后将与现状临摹作品

原大的高清打印稿平整地用透明胶带贴在亚克力板上。美浓纸的

大小必须大于原稿，并在四周都要预留至少 8 厘米以上的空白纸。

裁好后剩下的美浓纸不要丢掉，之后可以用来试色。将美浓纸的

正面朝上，纸上方用透明胶带固定贴平，下方则和木棒或亚克力

板固定，注意棒子的两端要比纸长一些。若是局部的现状临摹则

用白纸剪出所选局部大小的尺寸并用透明胶固定。

2. 制作、墨稿的制作：《源氏物语》临摹的场面因为版面较

大，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墨稿需要提前计算好每周工作量。将画

稿以井字格方式分块，以此制定工作计划。墨稿的绘制从上方开

始依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一格格绘制。由于原作纸的裂纹非常多，

所以一定要注意黑白灰的关系，不可以一开始就太重太浓。完成

墨稿后将画稿取下，刷胶矾水，按照正面 — 反面 — 正面的顺序

刷三遍，待晾干后要再一次将画稿裱平整。为了加强临摹稿子的

强度，完成上面的步骤后要给临摹的纸张进行托纸覆背，覆背纸

使用的是薄美浓纸的生纸。颜色绘制：颜色的绘制中最关键的一

步是底色的制作。选取画面上最浅的颜色将整个画面刷上底色。

《源氏物语》的底色基本为：田原白土、黄土（上汁）、錆茶等，

所有的颜色都是天然土色的水干颜料。颜色的配比也根据自己所

画的版面做出比例调整。在上正稿之前，先在之前留下的薄美浓

纸上实验颜色，使用观察纸观察，等颜色和原作一致时再整体刷

在正稿上。刷的时候要薄薄的一遍一遍地上等第一遍干后再刷第

二遍。之后则是特别观览，特别观览是现状临摹课程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部分。现状临摹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定，不可能有长期对照

原作进行临摹的机会。特别观览将前往原作所藏的博物馆观看原

作，通过原作和自己的现状临摹的现场对比，理清照片稿上不易

识别的一些细节和颜色并记录，并在现场可以立即做一些修改。

最后进行微调，完成《源氏物语》局部的现状模写。装裱、装盒、
保存：上色完成后的现状临摹作品由专业摄影机构拍照存档，然

后模写作品将送到专门的装裱工作室进行装裱。原作的装裱方式

是卷轴，但现在的现状临摹则是装裱在定制的桐盒中进行保存。

画面四周是装饰的绫绢，绫绢和画板都不是固定的，可以随时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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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观察和修改画面，最后在桐盒的盖子内侧签上创作时间、地

点和作者名称。整个现状临摹工作完成，现状临摹作品将由东京

艺术大学和合作的美术馆购入并保存。

三　对工笔设色临摹课程的教学启发
南北朝时期谢赫在“六法沦”中提出了“传模移写”，因此

临摹是学习中国画形式、表现手法和审美思想行之有效的一种方

法。选择经典的临本，系统地学习古代优秀的绘画技法，认识古

人的造型图式、笔墨语言，在学习和掌握古人笔墨技法的基础上

把传统的意境题材、构图技法等变成自己的东西，为以后的艺术

创作从思想内涵到形式语言作必要的准备。临摹课与写生课在中

国传统工笔画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两者相互穿插进行并最终

为创作课提供传统中国画的基本设色技法。

日本画教学中所有的课程设置都趋向明晰的实用性。不同于

中国画教学，临摹课程作为单独的门类，与写生课创作课完全脱

离。临摹课程与艺术品复制直接挂钩。线条、笔墨可用机械无意

趣的笔画代替，学生在临摹课程中的学习不以个人创作为指向，

程式化的工作是为了完成一张孤品的完全拷贝。临摹课程结后，

作品直接由学校收藏。

以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临摹课程为例，勾勒线条要书法

用笔，在临摹的过程中讲求用笔的重要性，其次才是对作品的还

原程度。而以东京艺术大学日本画系的临摹课程为例，他们完全

抛弃了用笔的书写部分，线条全部采用点的方式，积点成线。对

作品的还原程度是放在首要位置。

同属于东方艺术体系的中国画和日本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日本画也保留了唐宋绘画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日本画自学习隋

唐工笔重彩的绘画技法后，一直保持着注重色彩的传统，并进行

了大量的色彩开发与研究。现代日本画在关注色彩自身美的同时，

更着重体现材质的特征美。如蛤粉的厚重流动，天然矿物色的晶

莹，金银箔的富丽辉煌等。反观中国工笔画，一些宝贵的中国颜

料制作以及使用方法却相继失传。我们在扼腕叹息之余，也必须

认识到日本画在材料的研究和发展方面，确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之处。在工笔设色临摹课中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勾勒、染色技法的

基础上，可以适当拓展一些新的设色技法，以及对传统颜料的研

究与实验。

日本画强化色彩，讲究媒材，推崇技法，重视创作，它以开

放的姿态包容地吸收着世界各民族艺术文化的养分，在借鉴传统

中国画和壁画、漆画等技法的同时，也借鉴着西方油画、版画等

的手段，开拓了更为广阔自由的表达空间，展示了更为丰富多样

的创作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