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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景写生是一门需要吃苦耐劳、勤学苦练的绘画基础课程。

以户外写生作业为主，其间饮食休息无规律可言，有时为寻找一

处入画的景点，还要背着画包走村串巷、爬山涉水，其辛劳不言

而喻。

不仅如此，写生对绘画者的眼、脑、手协调能力要求极高，需

要捕捉令你心动和兴奋的视觉元素，在极平常的小景中，发现常

人嗅不到的“味道”，并产生强烈的冲动和创作激情。用心去体

会和感受景物的内在美，从内心深处去感悟自然万物的美好属

性。一幅好的写生作品不仅要描写对象的外在美，更要表现对

象的内在精神，将作者自己的想象力传入物象内部，进行提炼加

工，以大自然为载体表达绘画者的思想情感，运用独特的绘画语

言诠释大自然的魅力。

字如其人，画如其人。广泛阅读古今中外与绘画艺术 相关

的文学、哲学、音乐、影视、戏剧等书籍，以此提高自身的艺术

修养。作者的阅历会直接影响写生作品的品质。大量阅读古今

中外大师的作品，从中体悟色彩语言的表达方式方法。借鉴中

国传 统山水画的构图，吸收世界油画风景大师的色 彩表现 技

巧，有助于写生作品质量的提升。

本书在编写时首先考虑学生能否汲取风景写生的养料，把

风景写生 理 解上升到与专业课程 相融合的层面；其次依 据由

简入繁，循序渐 进的原则，根 据不同绘画材 料，使理论阐述、

o r e w o r dF



示范表演与实践练习相结合，以教师和学生的风景写生作品为

示范。

写生具有双重目的性：一是纯粹的色彩与技法训练；二是绘

画者心灵的净化与写照。一幅好的风景写生不仅具备技巧的体

现，更应用思想情感感染读者。

总之，面对自然写生应重视 对自然体 验和表现，重视在单

纯精练的艺术语言中追求表现的深度。写生时把自己真实的内

心感受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 

本教材的编写得到了我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因时间仓促，难免存在遗漏之处，敬

请广大师生谅解！

            

             王宝桥

                     2012年6月

       于武汉学院艺术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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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风景写生的由来

风景写生一词约在20世纪传入中国，开始仅适用于西方传入的油画、水彩画、

铜版画、钢笔画等。西方的风景画、中国的山水画最早只是在人物画中充当背景的角

色，之后经过各国艺术家不断探索才逐步发展为独立的画种。

在15世纪，西方风景画形成了独立学科。风景画首先在德国画家A.丢勒的水彩画

和A.阿尔特多费尔的油画中出现，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景画风格。

17世纪荷兰画家J.雷斯达尔、M.霍贝玛为代表的画家，对风景画的发展和成熟具

有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又产生了海景画、夜景画、街景画。在意大利出现了牧歌式

的理想风景画，法国出现了以古代神话人物点景的英雄风景画等。

18世纪的英国画家J.康斯特布尔对风景画的发展取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运用直

接描写自然的写生态度，充分表现光影的明暗，色彩的变化敏感度，甚至影响到追求

瞬间视觉印象的法国印象主义画家。

 19世纪的画家注意表现高山、大海、晚秋、晨雾等前人未描绘过的自然风景。以卢

梭C.柯罗为代表的法国巴比松画派，开始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表现风景，他们主张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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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对景写生，通过写生再回到画室中制作完成自己的作品，也有个别画家对景直接完

成作品。

19世纪后期，印象主义画家主张根据画家自己眼睛的观察和直接感受来表现明

亮、微妙的色彩变化，其中特别注重对外光表现，提倡屋外写生，使风景画成为绘画

中的重要门类。

（1）传统风景写生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风景写生就是山水画，其高明之处就在于眼中的物与纸上的

画就在“似与不似之间”，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常常以散点透视表现景物对象，画家心

中的丘壑山石、房舍河流的表现方法具有程式化的技法，如山的画法、石的画法、水

的画法、树的画法、房屋的画法、田野的画法等都有其自己的表现语言，运用皴法、点

发、线法各成章法的表现对象。画面讲究经营位置，使主体物与非主体物的关系主次

分明。在表现自然景色中气韵贯通，黑白对比错落有致。在表现画面近景、中景、远

景中，突出中景形成视觉中心，使前后景物形成韵律感。在表现手法上往往以局部的

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景一物逐一铺开，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观

念去表现自然景象。

（2）现代风景写生

帕马尔·席勒说：“艺术的本质不是再现用眼睛原封不动看到的对象，而是把对

象进行视觉化。”现代风景写生不仅仅只是追求对自然物象的形似，更强调神似，对

物体的光源色与固有色、环境色的关系进行重新解读，赋予写生对象的明暗关系，形

体质感、环境空间新的生命。强调物象真实存在的同时又传递画面中的意境和视觉

魅力。

1.2 风景写生的目的

许多学校都开设有写生课，课程是以风景画写生为载体，通过对不同写生对象进

行观察描绘，达到培养学生科学的观察方法，理性地筛选写生对象，合理地取舍自然

景观中的元素，使色彩、形态、意境构成优美画面，达到理解大自然色彩，物象之间和

谐的空间关系，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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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观察能力和概括能力

俄国生物学家巴甫洛夫说：“观察，观察，再观察。”风景写生可以培养学生观察

的习惯和概括能力，学生写生时运用不同的观察角度观察写生对象，反复观察同一景

物和场景在不同时间段的变化情况，进行写生练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每用到取景

构图、设色表现，都将借以掌握的写生技巧，完成作品。无论是概括能力训练，还是

其他形式的训练，强化记忆和技能都至关重要。

写生的观察方法可归纳为：①先整体后局部或先局部后整体地观察对象，以达到

全面正确认识对象的目的。②动静结合的观察对象，按先后顺序或方向位置观察物

体的变化，如静态观察物体的颜色、形状等。③对比观察，反复观察，使各个暂时性

联系之间相互贯通。④顺序观察，事物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先后顺序，按事物发展的

全过程，建立一个完整的概念。

良好的观察方式使作画者有条理地思考，达到思路清晰、画之有据的效果。一般

来说，观察是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先

中间后四周或先四周后中间、由表及里或由里及表等进行比较分析，去伪存真，去粗

取精。著名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培养观察力的最好方法是在万物中寻求事物的“异中

之同，或同中之异”。　

（2）培养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

培养造型能力需要想象空间，将课堂老师教授的知识与自己在外边所见所闻叠加

在一起，使绘画者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写生表现训练是从简到繁、由浅入深融思维和创造为一体的造型过程。初学者

由于缺乏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尽管有正确的视觉感受，但总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往往不能正确地表现绘画对象的特征、结构和内部联系，缺乏整体观念，喜欢钻

入局部，为了使学生养成整体观念，正确地了解物体的内部结构，教师可通过现场分

层方式理解景物的基本组合，如天、地、物之间的关系等。不同光线对景物的作用，使

物体呈现出不同的状态，通过局部或整体的练习，增强学生对明暗色彩对比的认识，

达到风景写生训练的目的。风景写生不是要让每一个作画者都成为画家，而是为了培

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整体观察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提高绘画表现技巧。

通过写生表现手法（包括各种绘画工具、材料、技巧的运用）和表现形式（写实、

写意、具象、抽象）、表现内容（由学生自己任意选择表现对象）的训练，培养学生严

密的思维方式和灵活的构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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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风景写生的意义

风景写生课属实践性课程，是专业基础课教学的补充和延伸。“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艺术来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通过写生可以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与修养，

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感悟能力，以及眼、脑、心、手的协调能力，培养学

生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思维能力；更是巩固各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色彩表现能力，也

是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有效手段。同时通过对民风、民俗、民居、

民情的了解，感悟城乡不同地区民间艺术的不同风格、吸纳民间的艺术元素、积累创

作素材，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与探究夯实基础。

风景写生作品是大自然与绘画者真实情感的体验和流露,是作品与感情相结合的

视觉载体，能充分显现出艺术创作的魅力。情感是艺术之本，任何艺术精品，都无不

凝聚了创作者的情感和汗水，绘画者在风景创作中，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感灌

入绘画作品之中，用真情实感来打动人，感染观众。

（1）掌握写生素材的收集方法

写生素材是艺术设计的基础，素材丰富程度与优劣，直接影响到后续设计作品的

质量。一件风景写生习作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创作之前对素材的选择。

①养成观察的习惯。观察的过程就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周围一切事物进

行认真观察，为创作积累丰富的素材。

②养成速写习惯。速写本随身带，将一天中所见、所闻、所做、所想、运用图解的

形式记录下来。

③养成速写临摹习惯。将一些优秀作品的场景或造型临摹下来，作为绘画素材储

存起来，以备选用。

④感受各地风土人情的文化差异、寻求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个性特色，只有是

本民族的艺术特色，才是世界的，更具鲜明的个性。亲近自然、陶冶情操。

（2）提炼生活元素融入专业学

写生过程中常常可以见到传统纹样图形，吉祥物以及建筑物中的浮雕装饰造型

设计等，不同的艺术形象，将千百年沉淀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中华民间、民

族艺术和民俗文化成果，无私地给我们描绘和学习，成为我们继承和传承的精髓，为

我们提炼生活元素融入专业学习提供了丰富素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1 炭笔风景写生

（1）方法

①观察：写生过程是一个观察的过

程，观察是写生不可缺少的步骤。面对

写生对象，我们首先要从不同角度和同

一角度的不同距离进 行反复观察、比

较，体会写生对象外部形体和内在神韵

的变化，使自己对所画事物有一个深刻

的认识，然后选 择能体 现 对 象形态 特

征的最佳视角和最佳距离。

②取景：取景在写生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首先意味着选择，要从复杂

的自然环境中努力选择那些即将进入画面的视觉元素，使视觉集中到感到愉快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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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上 具有吸引力的对 象 上。选 择 时，

要注意对象的某一局部占有重要的位

置，以突出主体。在取景时，需要分析

哪里是视觉中心，哪里是需要淡化的，

以及各个景 物在画面中所占的位置、

比例关系。

③构图：构图是指画面的结构，而

结构是由众多视觉元素有机 地组合而

形成的。组合时要按美的法则进行，形

成对比而又统一的视觉平衡。在作画前

首先要对整个画面有一个统筹的思考。

一般情况下，主题不宜置于画面的中心

位置，但也不要太偏，而应该置于画面

的中心附近。

④表现：笔触、点、线、面、明暗强

弱对比、形体大小对比、组成元素，具

有强 烈的表现语言。通 过 上 述的组合

和叠加，来表现天、地、物、建筑 及环

境场所的形体轮廓、空间体积、光影变

幻以及不同材料的质感等。

写 生 的 表 现 形式 很 多，大 致 可分

为：单色写生和色彩写生，单色写生以

铅笔、钢笔、水珠笔、蜡笔、马克笔等为表现工具。画法也很多，大致可分为：线描式

画法、明暗式画法、综合式画法、草图式画法等。即通过或清晰的轮廓、光洁明确的

线条，或依靠疏密程度不同的点或线条的交叉排列，或以白描为基础，在对象主要

结构转折或明暗交界处有选择地、概括地施以简单的明暗色调，或以一种快速的表

达方式记录式地描绘对象的意象等，在纸面上表现所画的事物。色彩写生以水粉、

水彩、油画、彩铅为主要表现形式，在单色写生的基础上使用色彩进行表现，运用色

相、明度、纯度、冷暖、对比表现对象。使其表现对象更为丰富而更具视觉冲击力。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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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画面处理：写生不能仅仅停留在准确如实地描绘对象上，而更要主观地进行艺

术处理。运用概括、取舍、对比、强调等造型手法，情景交融地表现对象，使画面具有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2）步骤

第一步：取景。

取 景 是 风 景 速写的开 始，也是

关 键。一 般 来说，要选 择 你 有兴 趣

的，或者给 你感受最深的景 物进行

写生。

取景时，可用一个跟画纸比例相

当的矩 形 框 来取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左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正反交

叉构成矩形框来取景。

取景时除了要注意所要表达的主体在画纸上不能太偏，还应特别注意景框中近

景、中景和远景的配合层度——层次丰富、开合有致的景观，更加容易入画。

建议在写生之前，花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充分浏览周围景色，并静静体会景物的

视觉特点和当日的气候特点，一来可以选择最佳的视角，二来可以在此过程中思考相

碳笔写生步骤演示图一		

祁璇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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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表现手法。一幅好的风景画，应该体现出光色变化与情调、情趣的融合，最终表

达出景物的神采和意境。因此，在取景时就要做到“意在笔先”，不要盲目取景、匆匆

下笔。

第二步：构图（起稿）。

取景完成以后，要认真探索构

图，思考如何将景物艺术性地布局

在画纸上，即国画中讲究的“经营

位置”。

构 图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把 握 好 画

面的基 本形式，确定布局。下笔之

前打好腹稿至关重要。自然造物非

常丰富生动，有时让人目不暇接，

难辨主次。如果是长期作画，尚可在绘画过程中慢慢思考，但速写属于短期作画，且

画面不易修改，所以起笔时，要事先将景物作一番取舍，做到“心中有图”，再沉着下

笔。起稿的步骤按照从主到次的顺序进行，即先用简单的几何形体归纳主景，确定主

体景物位置；再根据画面需要勾勒天空、远山、近水、草木等辅景，使两者相互对比、

互相呼应。

构图的另一项任务是确定景物的形体结构。在这一过程中，透视技法的运用尤为

重要。可先用较轻、较细的辅助线找出画面的主要透视关系，再按照由主到次、由大

到小的顺序勾勒出景物的主要结构。形体结构的准确性，是风景速写中不可忽视的内

容。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深远复杂的景观，确定严谨的透视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虽然构图时的线条多为辅助线，在深入刻画时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但也

要轻巧生动、富于变化，不能太过僵硬、死板，否则会影响最终的画面效果。有时，也

可采取皴擦等技巧，制造适当的肌理效果以丰富画面。

第三步：刻画主景。

这一步骤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腹稿，具体画出主要景物的形态和结构关系。刻画时

要特别注意景物间的体量及错落关系。美好的画面就像一段好听的音乐，音符间的

高低强弱都要细心排列。对自然景观中不太入画的部分要适当调整，没有意义的部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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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应纳入描绘的内容之中。也可

以将景物的位置作些移动，以使主

题内容更集中、更鲜明，在画面形

式上更完美。

刻画主体景 物时，有两种常用

的 方 法：一 种 是 先 从 某 个局 部 画

起，一气呵成；另外一种方法是在

起稿之后，寻找最主要的结构关系

先行刻画，然后再局部深入。这两

种方式各有千秋，在写生时，可根据个人的作画特点进行选择。

虚实是刻画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近处的景物要画得具体、强

烈一些，远处的景物则要概括、轻柔一些。线条的运用也要相应作出变化：近景笔触

宜细且重，远景笔触粗且轻，有时也可以用线条的疏密表现一定的光影。另外，留白

是处理虚实的一个重要手段，没有经验的人，经常把画面安排的很满，令画面显得死

板、沉闷。合理的留白是有助于虚实表现的，而且会让画面显得更加灵动。

第四步：细节及辅景刻画。

在主体景物得到基本刻画后，

要进入细节及辅景的刻画阶段。这

是整个风景速写中的高潮阶段。

具体描绘时，建议使用细腻的

笔 触将景 物中精巧别致的内容添

加进去。比如主景中精致的窗台瓦

檐、高挂的灯笼旗幌等，力求精致

生动。然后根据画面需要适当加入

辅景，如远处的高墙飞檐、山河云彩；近处的石阶小径、芦苇草丛、水色倒影等。

这里要强调的是，一幅好的风景画是由一个个精彩丰富的局部组成的，在深入刻

画的过程中，每一个局部都起着增添画面质感、丰富画面情趣的作用，因此在刻画时

要采取不同的技法将它们生动地表现出来。比如：刻画水面，可以用侧锋沿轮廓线从

上往下拖排，画出水面的清澈宁静之感；画白墙，可用侧峰轻轻皴擦出沧桑粗糙的肌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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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再用较蓬松的线条画出若隐若现的砖纹。当然，在刻画时，还需做到取舍有度，否

则将会破坏画面的整体感。

第五步：调整画面。

画面基本完成后，应进行最后的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使画面整体关系更趋谐调，

直至将画前所设想的艺术效果得到充分的体现为止。

这个阶段要着眼于画面，多看多想。视线可以从景色中暂时移开，集中精力反复

审视画面，调整画面的主次及虚实关系，收拾过于粗放的部分，削弱不利于主体表现

的部分。此阶段动笔不必过多，但须精炼有效。

最后，是为画面落款。其实落款作为风景速写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对画面起到

一定的修饰作用。所有在落款时，要充分考虑落款的位置、大小、形式及内容。有时

也可为画面命题或题诗，以丰富其画外之韵。

⑤

炭笔写生步骤演示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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