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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创作和艺术设计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所掌握的透视原理和技巧，才能更

为巧妙地进行构思和构图，更好地突出创作和设计的主题。透视学就是在二维平面上

再现物象的三维空间关系，是空间形体的绘制方法和与之相关的科学理论研究的总结。

作为艺术院校三大基础技法理论之一，透视学是每位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原理和熟练

运用的基本技能。

此书是编者在积累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透视学理论研究的新

成果编写而成的。根据高等院校绘画专业和设计专业的特点，本书在构架上注重绘画

和设计的融合，内容上力求简洁实用，重点突出，结合大量恰当的图例，以平实、朴

实的语言对透视技法理论进行阐释，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帮助学习者较好地判断形

体所产生的各种透视变化，掌握透视的原理和规律。

本书在继承传统透视学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探求透视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通过

对透视原理的深入剖析，提出了透视多元化倾向的探索性问题，有一定的创新性，又

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由黑河学院孙凤森、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李彩良、泉州华光职业学院黄燕萍主

编，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张丽丽、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白芳、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

息工程学院钱海燕、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林斌以及黑河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杨国担任副

主编。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和文章，书中部分插图和文献资料来

自公开出版发行的书刊和网络，部分图片来自设计专业学生的习作及绘画和设计专

业教师的范例，在此谨向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参与本书编写的老师

和同行们。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望广大师生、

读者和同行们给予批评和指正。

编  者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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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有很多近大远小、近长远短、近宽远窄等视觉现象。出于绘画和设计的需要，人

们对这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视觉现象进行了归纳、概括和总结，形成了透视学理论。而它所研

究的内容是如何在二度空间的平面上表现三度空间物体的宽度、高度和长度（深度），以及形

体的位置和大小比例关系。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和人类生活审美意识提高，透视学的应用

范围也不断地拓展和延伸，其实用价值日趋突出，广泛应用于绘画、建筑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工业产品造型设计、广告摄影、电影电视制作、三维动画和相应的软件开发等方面。透视学不

仅可以提高画者和设计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逻辑造型能力，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空间想象能力和

构图创作能力。所以，透视学是设计专业和绘画等专业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课程之一，可以说

“透视是造型艺术的基石”。

第一节  透视学发展简述

透视学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面对纯自然的景物，人类共有的视觉经验很难从

感性思考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有当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后，才实现对物质空间认识的

飞跃。

透视学是历代艺术家对于视觉空间不断探索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绘画和建筑艺术实

践是密不可分的。在西方，对透视的研究始于希腊和罗马，当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透视理论，

仍处在一个非常感性的认识阶段。但是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客观物体视觉空间规律的探索，因

为人们，特别是画家们，总想通过画笔准确地描绘自然景观或使他们创作的作品有真实的物理

空间，满足人们的欣赏需求。然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解读透视规律的切入点，而这切入点正是

与绘画艺术似乎相去甚远的门类 —— 科学。

文艺复兴的出现终于使中世纪的人们看到了文明与科学的曙光。

14 世纪后半期至 16 世纪末（相当于我国元代至清代初期），发源于当时西方工商业最先

发达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彻底动摇千年封建经济基础的运动，也是一场彻底铲除

封建残余和迷信思想的运动，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飞跃，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

义社会过渡的开端。文艺复兴运动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主张个性解放，孕育了近代西欧

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

在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许多意大利画家开始研究透视学，并纷纷运用物理学

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来研究透视变化规律，有的还亲自解剖尸体，观察人体肌肉和骨骼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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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66）， 意

大利文艺复兴初期杰出的建筑家、雕

塑家兼工艺师。相传，他通过观察布

在教堂门上的一张网，画出了佛罗伦

萨教堂内洗礼堂的准确图形，用来探

求透视原理，并在消失点方面取得了

进展。他的理论体系被称为“聚向焦

点”，在透视学和数学领域取得了重

要的建树。

列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

（Leone Battsta Alberte，1404—

1472），意大利画家、建筑家、剧

作家。他在透视学的研究中克服了菲

利波·布鲁内列斯基的某些缺点，认

为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数学是认

识自然的钥匙。《绘画论》是他于

1435 年写的一部关于透视学的理论

著作，图 1-2 就是其中一幅描绘十字

脊拱顶的插图。

造及运动规律。这使透视学与解剖学成为当时绘画艺术的两大支柱。这种求真务实、刻苦钻研、

勇于探索艺术真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乔托（Giotto Di Bondone，约

1266—133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

利佛罗伦萨画家，是现代绘画的奠基

人。他于 1305 年所作的壁画《逃亡

埃及》（图 1-1）采用了平面化、程

式化和装饰化的风格，运用透视和明

暗来表现人物和景物，整个画面具有

强烈的距离感和体积感，层次分明，

真实感加强。虽然乔托没有透视学论

著面世，其写实性也还有不少缺陷，

但他通过绘画创作来表达真实自然的

方式开启了文艺复兴艺术的现实主义

道路，为后人奠定了基础。

图 1-1  逃亡埃及 壁画局部 乔托

图 1-2  十字脊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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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20—1492），意大利画家，是

15 世纪对透视学研究最有贡献者。他于 1485 年写的《绘画透视学》中，把透视学发展到相当

完善的程度，基本掌握了空间和形体视觉表达规律，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

与此同时，许多画家在透视学领域不断探索，虽然没有留下理论著作，但他们在绘画实践

中一直孜孜以求，力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和乌切罗（Paolo 

Uccelo，1397—1475）等。

列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的《绘画论》和比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绘画透视学》

所展示的绘画理论，可以说是早期文艺复兴甚至于中世纪绘画创作经验的总结，基本上奠定了

绘画透视的理论基础。

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文艺复兴繁盛时期的著名画家、

工程师、自然科学家，十分注重对透视学的研究，在 1490—1498 年间阅读了 13 世纪波兰学者

维太罗的透视学著作，结合列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的《绘画论》和比埃罗·德拉·弗朗西

斯卡的《绘画透视学》，以科学的态度，不断地总结和实践，写了许多有关透视学、画家守则

和人体运动方面的笔记，后人将其整理成《画论》一书，把解剖、透视、明暗和构图等零散的

知识归纳成系统的理论。因此，绘画透视学终归系统而完整，对欧洲绘画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

1495—1498 年，他为米兰马利亚·德拉·格拉契修道院所作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图 1-3），

巧妙地运用透视学中的平行透视原理，将消失点放在了耶稣的头部，从而形成了画面的中心，

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

图 1-3  最后的晚餐 壁画局部 达·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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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佩 雷 林（Jean Pelerin，

1445—1524），牧师，1505 年他所

著的第一部透视学著作在巴黎出版并

正式公开发行，改变了以往透视学论

著均为手抄本的历史，书中提出一种

先进的画法，用对角线相连的方格图

形来确定距离，即透视深度。

阿尔勃列赫特·丢勒（Albrecht 

Durer，1471—1528）是德国宗教改

革时期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和建

筑师。丢勒受佩雷林的影响很大，他

还曾专门前往意大利学习透视学。

1525 年，他的透视学著作《圆规和

直尺测量法》出版，书中提出一种分

格画法，试图以平行透视正方形网格

作精确的余角透视图，把几何学运用

到造型艺术中去，使透视学得到理论

上的发展。其作图法史称丢勒法。图

1-4 至图 1-6 为《圆规和直尺测量法》

的插图，是丢勒用版画的形式来记录

阿尔伯蒂和达·芬奇所谈过的写生方

法，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出当时研究透

视学严谨的科学态度。

图 1-4  圆规和直尺测量法中的插图（1）

图 1-5  圆规和直尺测量法中的插图（2）

图 1-6  圆规和直尺测量法中的插图（3）

维尼奥拉（Jacopo Barozzi Vignola，

1507—1573），意大利建筑师，其著

作《透视学两法则》简化了透视图的

实际画法。

德·弗里茨（Jean vredema De 

Vales，1527—1604），荷兰画家、

建筑师。他继承并发扬了丢勒的理

论，在 1568 年出版的透视学著作中，

对物体在地平线上的消失点和等高

人物的透视高度（图 1-7）作了精确

的研究。

图 1-7  消失点与透视高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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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葛（Shage，1593—1662）是里昂的建筑师兼数学家。他在1636年出版的《透视学》一书中，

运用数学知识研究透视理论，描述了几何形体透视投影的正确法则。

泰勒（Brook Taylor，1685—1731）是英国数学家。他在 1715 年出版的《论线透视》一

书中确立了我们今天知晓的透视绘图及其依据的全部原理。序言里说：“迄今为止的透视书都

是冗长乏味的，那是因为这些著作关注绘画技法更甚于几何原理……要使自己能精通绘画造型，

迅捷可靠的办法不是从头至尾翻阅别人画的大量图例，而是牢固掌握其内在的透视原理，并用

它们处理绘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这也正是我们学习透视学的目的所在。

透视学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传统中国画的“远近法”也同样符合透视法则。早在公元前

三四百年的《墨子·经说》中记载了中国人对小孔成像的观察。战国时《荀子·解蔽篇》中说

“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

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从感性上已经认识到了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东晋时代的一些

画论中有如何运用透视规律进行绘画创作的论述，如东晋画家顾恺之（343—405）的《画云台

山记》中“山有面，则背向有影……下为涧，物景皆倒作”，概括地阐述了山的形体结构及倒

影透视规律。

南朝宋画家宗炳（375—443）的《画山水叙》中“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

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 因与下文重复，所以

被删掉。]，概述了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和在绘画中的运用方法。

唐代诗人、画家王维（701—761）的《山水论》中“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

无枝，远山无石，隐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凡画林木，远者疏平，近者高密”，概

述了近大远小、近高远低的

透视原理和近清楚、远模糊

的虚实关系。

北宋画家郭熙的《林

泉高致·山水训》将山水画

构图和透视归纳为“三远”，

即“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

远，高远之色清明，山势突

兀；自山前窥山后谓之深

远，深远之色重晦，山势重

叠；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

远，平远之色有明有晦，山

势冲融而缥缥缈缈”。“三

远”实际上就是仰视、俯视

和平视的透视规律在山水画

构图中的运用。
图 1-8  山水画 顾恺之 东晋     图 1-9  早春图 郭熙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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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中，以“离形得似”的抽象性形态对时空的突破创造了开阔的画

外意象，强调“体知”与“妙悟”，突破现象的束缚，突破时空的界限，不计较视觉的真实感，

从而不受焦点透视的约束，能动而自由地表现对象形体的空间，是一种特殊空间的实体感觉，

是一种有赖于观者想象的画外意象。

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上的不同，才使得中国画的透视理论与西方绘画的透视理论存在着本

质上的差异。

第二节  透视的产生

在自然界中，因为有了光我们才得以看到世间万物的色彩和形体，这个过程就是光线照射

到物体上经过反射，并透过眼球晶状体（相当一个凸透镜）在我们眼内视网膜上形成倒立缩小

的图像（图 1-10）。又由于外界等高（或等宽）的物体距离眼睛的远近不同，会形成近大远

小的不同影像（图 1-11）。我们把光线在眼球晶状体的折射焦点叫作视点，将视网膜上所呈

现的图像称为画面。人脑通过自身的机能处理将倒过来的图像转换成正立图像。如果我们在眼

前假定一个画面或放置一个透明平面（或透明玻璃），以此来截获物体反射到眼球内的光线，

就会得到与实物一致的图像，这个假定平面，也就是我们平时绘图的画面（图 1-12）。

图 1-10  眼球结构

图 1-11  距离与影响大小的关系图 1-8  山水画 顾恺之 东晋     图 1-9  早春图 郭熙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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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绘图画面

根据晶状体成像原理，外界等大物像由于距我们眼睛的远近不同，就会在我们的视网膜上

形成大小、长短、宽窄不同的影像，从而形成透视现象。这是由眼球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实

际上这就是照相机、摄像机的工作原理。不同距离的物体反射到人眼睛的光线，通过假定画面

来截获，然后将所有截获的交点，依样连接起来，这样就完成了透视图（图 1-13）。

图 1-13  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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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透视的概念

透视学是绘画专业和设计专业的一门基本技法理论，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是帮助绘图者

准确、合理、灵活地描绘景物和进行绘画和设计创作的一门基础技法。

“透视”一词来自于拉丁文“Perspicere”，顾名思义“透而视之”，透过透明的平面

来观看景物，并研究景物的形状和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我们经常站在窗前远眺，目光所及，

尽收眼底，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透视过程”。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固定一个位置，然后把

透过玻璃窗所见到的景物，依样在玻璃上描绘下来，这样就可以得到与你此时所看到的景物一

样具有立体感和空间感的画面。那么，在玻璃窗上所描绘的景物就是你所观察结果的真实反映，

只是景物本身是立体的，而现在变成平面的了。这个过程更形象些，就如我们通过照相机、摄

像机的取景框去观察景物时的情形，通过一定的手段我们所拍下来的照片就是其景物的真实再

现，只是相片与窗户互换了一下而已。

什么是透视学呢？

《辞海》对“透视学”的解释为“根据光学和数学的原则，在平面上用线条来图示物体的

空间位置、轮廓和明暗投影的科学。”所谓光学原则，是指利用我们的眼睛透过透明的画面（如

玻璃）或直接观察空间物象；所谓数学原则，是指利用中心投影的原理和方法将所观察到的空

间物象的位置、大小等关系准确地描绘在玻璃或画面上。从这里不难理解，这种近大远小的透

视是有焦点的。焦点就是透视方向的消失点。所以绘画透视又叫作焦点透视。

焦点透视的特点是只有一个固定的视点、一个方向、一定的视域。画面必须限制在这个视

点向所决定的视域内。画面上的图形和所观察到的物象两者的视觉印象是统一的。

在投影几何学中，除了焦点透视的画法以外，还有正投影透视、轴测投影透视、航测投

影透视等。机械工程图、建筑工程图和地形图均属此类。对于学习环艺设计和建筑专业的人，

不但要掌握焦点透视的画法，还要熟悉正投影透视的画法。而中国山水画中的建筑物多使用

轴测投影画法。学习中国山水画的人不但要掌握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还要掌握轴测投影透

视画法。

人们对透视现象的认识和应用不是现代才有的。早在我国南北朝时期，画家宗炳对透视现

象就有精辟的论述：“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昆仑山）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画三寸，

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他说的是用一块透明的“绢素”，把辽阔的景物移置

其中，可发现近大远小的现象，这是在绘画史上对透视原理的最早论述，这段富有诗意的论述

要比西方画家研究透视早一千多年。在西方，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画家们才注意到透

视在绘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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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把学习透视学看成是掌握绘画和设计规律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在课堂学习或写生

练习中一定要按透视规律去经营画面；准确地判断空间物体中哪些有消失方向，哪些没有消失

方向而只有近大远小，在画面上控制好形体的透视变化。只要我们将理论联系实际，掌握透视

学的原理，注意观察生活中实际物体的透视现象，把感觉到的东西通过速写的形式画出来，在

开始构图时就考虑透视的因素，使完整的构图体现出透视变化。

第四节  透视的分类

一、按性质不同分类

文艺复兴繁盛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通过对透视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把解剖、透视、

明暗和构图等零散的知识归纳成系统的理论。他将透视分为四个分支：线透视、空气透视、隐

没透视和人物透视，见表 1-1。

表 1-1  透视按性质不同分类

透视

线透视

（形体透视）

放大透视

缩小透视

散点透视

焦点透视

直线形体透视

平行透视

成角透视

倾斜透视

曲线形体透视

规则曲线透视

不规则曲线透视

轴动透视

空气透视

（色彩透视）

1. 近暖远冷

2. 近的色彩纯度高，远的纯度低

3. 近的色彩饱和鲜明，远的模糊稀薄

4. 近的色彩对比强烈鲜亮，远的微弱昏暗

5. 近的层次丰富、立体感强，远的层次单纯平淡

隐没透视

（阴影透视）

1. 阴影透视

（1）自然光阴影透视

（2）人为光阴影透视

2. 倒影透视

3. 反影透视

人物透视
1. 人物头部透视

2. 人体空间透视

1. 线透视，又称为形体透视，是自然界一切规则及不规则有型物体的透视。

2. 空气透视，又称色彩透视，主要是研究和表现空间距离对物体的色彩所起的变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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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空气中的灰尘、水蒸气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我们自身视觉能量、距离景物的远近关系，使景

物在色彩、形体、明暗、光影、虚实等方面产生不同的透视变化。它是物体形体的外在表象，

可以归属于色彩学的范畴，本书不做研究。

3. 隐没透视，又称为阴影透视，是研究自然光或人造光照射到物体上所形成的阴影、倒

影及反影的透视。

4. 人物透视，包括人物头部透视和人体空间透视两个主要方面。

二、按消失点形式不同分类

1. 一点透视：形体只有一个消失点的透视，又称平行透视（图 1-14 方体 A）。

2. 两点透视：形体有两个消失点的透视，又称成角透视（图 1-14 方体 B）。

图 1-14  一点透视、两点透视

3. 三点透视：形体有三个消失点的透视，又称倾斜透视，如仰视透视和俯视透视（如图

1-15）。

图 1-15  三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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