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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劳 德·莫 奈   《 桥 下 一 池 睡 莲 》

     我 相 信 你 会 陷 入 这 片 绿 色 的 池 塘 当 中 ，为 之 静 静 的 屏 息 、默 想 ，轻 叹 这 种 空 灵 的 美 丽 ，

风 景 绝 非 技 法 的 表 现 ， 而 是 一 种 “ 感 情 ” 的 释 放 ， 画 由 心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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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风 景 绘 画 过 程 中 ， 任 何 事 物 都 不 是 孤 立 存 在 的 ， 是 有

机 统 一 、 彼 此 依 存 ， 因 而 观 察 时 不 能 顾 此 失 彼 ， 而 应 了 解 事

物 的 全 貌 ， 把 握 整 体 ， 学 会 整 体 观 察 。 画 面 中 很 多 问 题 大 多

是 由 于 错 误 地 和 片 面 地 观 察 方 法 而 产 生 的 。

     所 以 ， 我 们 要 理 性 地 观 察 和 分 析 比 较 ， 概 括 物 象 的 色 彩

关 系 和 空 间 关 系 。 绘 画 过 程 中 注 意 把 握 物 象 的 总 体 特 征 ， 从

整 体 着 手 ， 步 步 深 入 的 操 作 过 程 。 我 们 应 当 根 据 物 象 的 整 体

色 彩 关 系 ，来 确 定 画 面 的 整 体 色 调 ，然 后 再 到 局 部 的 深 入 塑 造 ，

最 后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局 部 服 从 整 体 的 调 整 ， 即 “ 整 体 — 局 部 —

整 体 ” 的 关 系 。

     怎 么 才 能 在 连 绵 不 断 的 视 野 中

截 取 上 一 幅 理 想 的 画 面 进 行 合 理 的

安 排 形 成 一 幅 画 ？ 这 是 我 们 在 风 景

写 生 中 肯 定 会 碰 到 的 首 要 问 题 。 对

此 我 们 首 先 要 了 解 取 景 的 核 心 要 求

就 是 要 有 主 次 ，有 取 舍 ，注 意 近 、中 、

远 景 物 的 安 排 。 因 此 在 取 景 中 要 选

取 具 有 空 间 感 的 场 景 ，理 性 地 组 织 、

取 舍 和 重 构 ， 尊 重 主 观 感 受 ， 尊 重

大 自 然 。

     最 初 的 感 受 十 分 重 要 ， 但 并 不 一 定 深 刻 。

要 让 视 觉 重 新 回 到 感 觉 的 第 一 阶 段 ， 除 了 审

视 感 受 之 外 ， 还 应 该 对 景 物 地 域 环 境 、 社 会

背 景 进 行 些 研 究 ， 联 系 到 当 前 景 物 进 行 分 析 。

在 认 定 内 容 特 征 后 ， 初 步 找 到 风 景 写 生 的 构 图

焦 点 和 表 现 形 式 。

     绘 画 之 所 以 区 别 于 摄 影 ， 就 是 因 为 在 忠 于

自 然 的 同 时 ， 又 把 作 者 本 身 的 构 思 、 立 意 从 心

象 变 为 物 象 的 逐 步 明 朗 化 、 确 定 化 、 完 善 化 的

过 程 。 也 就 是 说 必 须 有 取 舍 ， 不 要 将 看 见 的 都

罗 列 出 来 ， 画 面 中 的 内 容 ， 也 不 能 一 般 对 待 ，

要 有 主 次 ， 有 虚 实 。

    一 幅 好 的 风 景 画 ， 是 作 者 对 繁 冗 杂 乱 的 自

然 景 物 进 行 选 择 ， 找 出 典 型 形 象 ， 通 过 取 舍 、

移 景 、 概 括 来 重 新 组 织 画 面 ， 它 渗 透 着 作 者 主

观 的 审 美 情 趣 。

克劳德·莫奈     法国

C H A P T E R  O N E
第 一 章  掌 握 色 彩 风 景 的 正 确 方 法

一、画风景的正确观察方法和取景构图

伊万·希什金     俄罗斯

N O . 1 关 于 观 察  

N O . 2 关 于 取 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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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风 景 绘 画 中 主 体 物 的 安

排 尽 量 避 免 放 在 画 面 中 心 。

    “ 三 分 法 则 ” 是 构 图 的 基

本 的 规 则 ， 意 思 是 ： 把 画 面 按

水 平 方 向 在 1 / 3 、 2 / 3 位 置 画

两 条 水 平 线 ， 按 垂 直 方 向 在

1 / 3 、2 / 3 位 置 画 两 条 垂 直 线 ，

然 后 把 景 物 尽 量 放 在 交 点 的 位

置 上 。

2 . 黄 金 分 割 线 的 运 用

     1 . 构 图 主 要 形 式

     ① 平 行 式 构 图 : 具 有 平 静 、

安 宁 、 舒 适 、 稳 定 等 特 点 。 常 用

于 表 现 湖 面 、水 面 、平 川 、原 野 、

草 原 等 。

     ② 三 角 式 构 图 ： 这 种 构 图 是

最 常 见 的 一 种 构 图 形 式 ， 他 给 人

一 种 集 中 、 沉 静 、 明 快 、 稳 重 而

突 出 主 体 的 感 觉 。 但 是 在 我 们 作

画 中 ， 要 尽 量 避 免 等 腰 三 角 形 的

构 图 形 式 。 三 角 形 构 图 常 用 于 建

筑 物 、 山 峰 等 。

     ③ S 式 或 弧 线 构 图 : S 形 构

图 给 人 一 种 流 动 、 畅 通 的 感 觉 ，

视 觉 上 的 感 觉 很 灵 活 ， 景 物 的 透

视 上 也 显 得 有 深 远 感 、 层 次 感 ，

虚 实 相 间 ， 曲 折 迂 回 ， 常 用 于 河

流 、 小 溪 、 曲 径 等 。

     ④ 垂 直 式 构 图 : 垂 直 线 条 组 成 画 面 能 将 景 物 表 现 得 巍 峨 高 大 和 富 有 气 势 。 垂 直 式 构 图 主 要 是 用 在 高 山 、 建 筑 物 等 景 物 上 。

     ⑤ X 形 构 图 : 它 给 人 一 种 平 衡 、 对 称 的 感 觉 ， 交 叉 点 往 往 是 静 物 中 最 深 远 的 地 方 。 在 表 现 这 类 构 图 时 尽 量 自 然 ， 避 免 左 右 对 称 。 这 种

构 图 常 用 于 水 乡 、 街 景 、 农 村 道 路 、 河 谷 等 景 物 中 。

①

② ③ ④

⑤

     构 图 是 体 现 形 式 美 的 手 段 之 一 ， 而 整 体 结 构 与 诸 要 素 之 间 、 内 容 和 形 式 之 间 的 完 整 性 ， 却 又 是 构 图 的 重 点 。 首 先 要 求 我 们 在 写 生 观 察

对 象 时 尽 可 能 地 放 弃 细 节 ， 做 到 在 外 形 上 求 概 括 ， 在 形 体 内 部 求 变 化 ， 其 次 是 提 炼 外 轮 廓 和 边 线 的 大 走 向 。

N O . 3 关 于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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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 1 平 行 透 视  

     在 风 景 绘 画 中 透 视 的 运 用 可 以 增 强 空 间 的 纵 深 感 ，理 解 这 一 变 化 规 律 ，必 须 懂 得 透 视 的 基 本 原 理 。在 风 景 写 生 中 ，描 绘 建 筑 物 、江 河 、

道 路 这 类 景 物 ， 如 不 能 符 合 透 视 变 化 规 律 ， 建 筑 物 就 会 歪 斜 不 正 ， 江 河 、 道 路 也 不 能 平 卧 在 地 面 伸 向 远 方 。

    平 行 透 视 即 一 点 透

视 ， 只 有 一 个 消 失 点 ， 以

立 方 体 为 例 ， 立 方 体 和 画

面 所 构 成 的 透 视 关 系 透 视

就 叫 “ 平 行 透 视 ” 。 风 景

中 运 用 平 行 透 视 物 象 看 起

会 比 较 稳 重 、整 肃 、庄 重 ，

在 风 景 写 生 中 ， 我 们 一 定

要 把 握 好 各 种 物 象 的 透 视

线 ， 比 如 ， 一 排 排 的 树 、

路 面 、 河 流 等 等 所 产 生 的

透 视 线 如 何 聚 向 消 失 点

的 ， 这 都 是 作 画 的 关 键 。

N O . 2 成 角 透 视

     有 两 个 消 失 点 ，高 度 垂 直 于 画 面 ，有 两 组 深 度 先 深 度 线 延 长 与 画 面 水 平 线 相 交 ，

有 两 个 锐 角 ， 且 这 两 组 深 度 线 消 失 于 同 一 视 平 线 上 ， 风 景 中 运 用 成 角 透 视 物 象 看 起

来 会 比 较 自 由 ， 能 够 比 较 真 实 的 再 现 空 间 。

消失点 消失点地平线

二、掌握风景画中正确的透视关系

     三 点 透 视 ， 一 般 用 于 超 高 层

建 筑 ， 俯 瞰 图 或 仰 视 图 。 其 有 两

种 情 况：① 物 体 本 身 就 是 倾 斜 的 ，

如 斜 坡 、 瓦 房 顶 、 楼 梯 等 。 这 些

物 体 的 面 本 来 对 于 地 面 和 画 面 都

不 平 行 二 倾 斜 ， 不 是 近 低 远 高 的

面 ， 就 是 近 高 远 低 的 面 。 ② 物 体

本 身 垂 直 ， 因 为 它 过 于 高 大 ， 平

视 看 不 到 全 貌 ， 需 要 仰 视 或 俯 视

来 观 看 。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N O . 3 三 点 透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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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彩风景中的色调

N O . 1 光 源 色 对 色 彩 风 景 的 色 调 影 响

     风 景 不 同 于 室 内 静 物 的 光 源 ， 它 基 本 上 暴 露 于 阳 光 之 下 ， 无 时 无 刻 都 在 自 然 界 中 产 生 着 变 化 ， 因 而 光 线 对 色 调 的 形 成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

     在 不 同 的 自 然 环 境 中 同 样 景 物 的 色 调 会 因 天 气 的 不 同 而 产 生 变 化 ， 早 晨 、 中 午 、 傍 晚 的 色 彩 也 是 不 尽 相 同 的 。 例 如 ： 朗 日 状 况 下 ， 清

晨 ， 太 阳 光 较 暖 ， 光 线 较 弱 ， 此 时 ， 整 体 色 调 相 对 统 一 和 谐 ； 中 午 ， 太 阳 光 炽 烈 ， 色 调 响 亮 、 明 快 。 又 如 在 阴 天 或 雾 天 状 况 下 ， 太 阳 光 线

较 弱 ， 无 直 射 阳 光 ， 因 此 画 面 则 无 强 烈 冷 暖 变 化 ， 色 调 统 一 ， 变 化 微 妙 。

     光 线 作 用 于 景 物 ， 所 产 生 光 影 、 明 暗 、 各 种 色 相 以 及 色 相 的 明 度 、 纯 度 等 等 ， 而 产 生 了 各 种 变 化 。 就 朗 日 和 阴 天 的 光 色 变 化 而 言 ， 产

生 的 色 相 恰 恰 相 反 。 朗 日 空 气 的 透 明 度 比 较 高 ， 色 彩 纯 度 高 ， 而 且 丰 富 ， 色 彩 中 的 冷 暖 反 差 大 ； 而 阴 天 则 是 云 层 比 较 厚 ， 空 气 透 明 度 低 ，

色 彩 纯 度 低 ， 色 相 以 灰 色 调 主 。 例 如 ， 正 值 午 后 的 房 子 ，  受 光 面 和 背 光 面 有 明 显 的 对 比 ， 受 光 面 色 彩 纯 度 高 ， 偏 暖 调 ， 而 背 光 面 会 与 受

光 面 形 成 补 色 对 比 的 冷 色 调 。 在 技 法 上 近 处 和 亮 处 宜 画 厚 一 些 ， 远 处 与 暗 处 宜 画 薄 ， 这 有 助 于 空 间 感 的 层 次 表 现 。 物 象 的 真 实 感 往 往 靠 画

面 上 亮 色 与 暗 色 调 有 规 律 的 变 化 产 生 。

     十 九 世 纪 末 叶 法 国 印 象 派 画 家

莫 奈 的 《 卢 昂 大 教 堂 》 系 列 作 品 ，

就 是 依 据 阳 光 不 同 时 刻 在 教 堂 粗 砺

壁 面 上 的 投 射 效 果 ， 通 过 精 微 观 察

写 生 的 。 莫 奈 为 了 把 握 光 与 色 的 无

穷 变 幻 ， 他 追 踪 阳 光 ， 同 时 张 起 数

块 画 布 ， 每 当 光 线 偏 移 ， 就 立 即 在

另 一 幅 相 应 的 画 面 上 作 画 。 在 十 二

幅 系 列 中 ， 我 们 熟 知 清 晨 、 上 午 、

正 午 和 黄 昏 时 刻 四 幅 ， 这 不 同 色 调

表 情 的 卢 昂 大 教 堂 ， 就 是 以 对 自 然

光 色 的 视 觉 印 象 为 依 据 ， 将 瞬 息 即

逝 的 色 彩 变 化 凝 固 在 画 面 上 ， 使 它

神 奇 而 辉 煌 地 呈 现 出 色 调 表 情 来 。

那 最 精 彩 的 画 面 ，评 论 家 称 之 为“ 大

气 的 戏 剧 ” 。

     不 同 的 天 气 环 境 ， 雾 天 、 雨 天 、 雪 天 、 朗 日 、 阴 天 等 ， 由 于 空 气 中 介 质 及 光 影 的 不 同 会 对 眼 前 的 物 体 产 生 很 大 的 影 响 。 例 如 ： 莫 奈 的

《 雾 中 的 国 会 大 厦 》 和 《 草 垛 》 ， 为 他 创 造 的 “ 组 画 ” ， 即 在 同 一 位 置 上 ， 面 对 同 一 物 象 ， 在 不 同 时 间 、 不 同 的 光 照 下 ， 所 作 的 多 幅 画 作 。

分 别 对 在 不 同 季 节 的 早 、 午 、 傍 晚 的 阳 光 下 ， 物 体 所 呈 现 出 的 不 同 色 彩 。

     莫 奈 的 《 草 垛 》 《 雾 中 的

国 会 大 厦 》 系 列 组 画 , 他 的 研

究 的 主 题 是 同 一 场 景 下 不 同 的

角 度 不 同 时 刻 不 同 光 线 下 。  

     草 垛 所 呈 现 的 色 彩 的 微 妙

的 变 化 。 他 敏 锐 的 观 察 并 捕 捉

这 种 光 与 色 的 微 妙 的 变 化 , 并

寻 找 到 自 己 独 特 的 绘 画 语 言 和

形 式 , 从 而 形 成 自 己 独 特 的 艺

术 风 格 。 在 这 近 一 年 的 时 间 里 ,

无 论 是 漫 长 炎 热 的 夏 日 , 还 是 白

雪 皑 皑 的 冬 日 , 晨 曦 微 露 的 黎

明 , 露 珠 摇 曳 的 清 晨 , 阳 光 正 耀

的 正 午 , 晚 霞 弥 漫 的 黄 昏 , 他 细

心 的 观 察 着 在 不 同 时 刻 中 草 垛

的 变 化 , 一 天 常 常 同 时 在 几 幅

画 布 上 作 画 。 他 的 画 色 调 明 亮 ,

色 彩 非 常 丰 富 , 冷 色 与 暖 色 、

色 彩 既 有 强 烈 的 对 比 又 很 和 谐 ,

在 抒 写 色 彩 真 实 的 同 时 , 又 表

达 了 他 真 挚 而 又 热 烈 的 情 感 。

N O . 2 环 境 对 色 调 的 影 响



07  Landscape

N O . 3 色 彩 的 运 用

N O . 2 合 理 的 光 影 安 排

N O . 1 正 确 的 透 视 关 系

四、色彩风景中的空间表现

     色 彩 的 变 化 可 以 增 加 视 觉 空 间 的 表 现 力 ， 简 而 言 之 ， 对 于 风 景 画 来 说 ， 就 是 如 何 让 “ 咫 尺 之 图 ， 写 千 里 之 景 ” 。 画 平 面 上 的 空 间 感 是

利 用 人 视 错 觉 而 产 生 的 一 种 深 度 感 ， 这 种 空 间 感 的 表 现 通 常 可 以 通 过 下 列 方 法 来 获 取 ：

     根 据 人 与 观 察 物 的 位 置 关 系 透 视 法 则 可

分 为 ： 平 行 透 视 、 成 角 透 视 、 仰 视 透 视 、 俯

瞰 透 视 等 。 通 过 这 些 透 视 法 则 ， 运 用 线 形 走

向 与 延 伸 ， 使 人 产 生 远 近 景 深 感 。

将 景 物 加 以 归 纳 ， 运 用 透 视 、 色 彩 知 识 及 各 种 处 理 手 法 。  冷 与

暖 是 风 景 油 画 的 精 髓 。

     在 自 然 光 的 照 射 下 ，亮 部 呈 暖 色 ，相 对 ，暗 部 呈 冷 色 。比 如：

亮 部 是 偏 黄 ， 暗 部 就 要 偏 紫 （ 对 比 色 ） 。 冷 暖 对 比 也 可 以 产 生

空 间 ， 近 景 偏 暖 ， 远 景 就 要 偏 冷 。 颜 料 的 厚 与 薄 : 近 景 要 厚 ， 远

景 要 薄 。 因 为 薄 的 话 ， 就 能 把 远 景 推 得 很 远 ， 反 之 颜 料 厚 就 能

把 薄 与 厚 的 距 离 拉 开 了 , 有 很 多 画 家 都 会 把 颜 料 堆 厚 做 肌 理 呢 。

画 面 有 深 远 的 感 觉 。

由 于 空 气 的 关 系 ，

远 景 要 比 近 景 色 彩

冷 ， 立 体 感 减 弱 并

逐 渐 消 失 。

     风 景 油 画 中 的 明 暗 就 是 在 阳 光 照 射 下 物

体 所 反 射 的 光 线 。 主 要 强 调 空 间 和 体 积 ， 明

暗 对 比 强 可 以 产 生 空 间 感 。 主 要 的 景 物 可 画

得 实 、 浓 一 些 ， 反 之 要 虚 、 淡 。 这 样 不 但 表

现 出 画 面 的 情 趣 ， 也 增 强 了 空 间 感 。

     空 间 层 次 的 表 现 ， 关 键 在 于 处 理 好

近 、 中 、 远 三 个 层 次 的 景 物 。 我 们 要 学 会

面 对 复 杂 的 景 物 ， 有 意 识 地 进 行 组 织 ， 将 阿尔弗莱德·西斯莱     法国

     一 般 来 说 ， 总 是 近 景 的 色 彩 对 比 强 烈 醒 目 ， 用 色 肯 定 ， 色 相 饱 和 ，

形 体 结 构 也 很 明 确 ； 中 景 的 表 现 要 考 虑 到 景 物 从 近 至 远 的 过 渡 层 次 ， 要

减 弱 色 彩 的 对 比 关 系 。 用 色 不 宜 太 纯 ， 不 能 孤 立 地 看 某 一 块 颜 色 ， 要 把  

握 住 它 占 的 空 间 位 置 。 受 天 光 和 环 境 色 的 影 响 ， 它 们 的 固 有 成 分 将 会 发

生 改 变 。 用 色 用 笔 都 要 服 从 画 面 整 体 的 大 关 系 ， 既 不 能 “ 跳 ” ， 也 不 能

“ 隐 ” ， 使 之 处 于 适 当 的 位 置 。 远 景 是 渐 远 渐 弱 ， 随 着 空 间 的 推 移 ， 景

物 的 明 暗 和 色 彩 对 比 明 显 变 弱 ， 景 物 的 色 彩 也 发 生 了 空 间 透 视 变 化 ， 使

阿尔弗莱德·西斯莱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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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 2 树 的 表 现

N O . 1 天 空 与 云 彩 的 表 现

五、色彩风景中重要元素的基本规律解析

     天 空 作 为 在 色 彩 风 景 中 最 为 常 见 和 重 要 的 元 素 ， 往 往

在 画 面 中 占 有 较 大 的 面 积 。 不 同 的 季 节 的 天 空 表 现 也 各 不

相 同 ， 通 常 来 说 春 季 的 以 蓝 灰 色 调 为 主 ； 夏 季 以 钴 蓝 色 调

为 主 ； 秋 季 以 湖 蓝 色 调 为 主 ； 冬 季 以 银 灰 色 调 为 主 。 顺 光

下 的 天 空 在 接 近 地 面 或 者 远 山 的 地 方 总 会 带 有 一 点 偏 暖 的

紫 灰 色 调 ； 而 晴 天 下 树 丛 后 的 天 空 倾 向 于 紫 灰 色 。 总 的 来

说 ， 天 空 色 彩 大 多 都 上 冷 下 暖 ， 上 暗 下 明 。 从 技 法 上 讲 通

常 采 用 湿 画 法 ， 通 过 透 视 、 明 暗 和 色 彩 冷 暖 来 变 现 天 空 的

距 离 感 、 空 间 感 和 空 气 质 感 。 天 空 中 云 彩 的 形 状 和 色 彩 变

化 丰 富 ， 美 丽 而 有 情 调 ， 在 不 同 季 节 、 气 候 、 时 间 、 光 线

的 条 件 下 ， 云 彩 有 着 不 同 的 特 点 。

     画 树 木 ， 要 注 意 其 特 有 的 形 态 和 生 长 规 律 ， 在 整 体 中 去 表 现 叶 丛 的 团 块 ， 大 片 叶

丛 的 边 缘 ， 是 区 分 不 同 枝 叶 的 关 键 部 分 ， 笔 触 的 疏 密 虚 实 要 按 对 象 的 特 征 来 画 。 画 多

棵 树 在 一 起 时 ， 就 要 注 意 整 体 外 形 美 和 聚 散 的 关 系 ， 大 小 、 曲 直 姿 态 要 安 排 得 体 ，  

相 互 的 联 系 、 呼 应 、 对 比 、 衬 托 的 整 体 效 果 ， 但 是 树 色 的 明 度 不 能 过 于 明 显 ， 尽 量 采

用 色 彩 的 冷 暖 与 纯 度 ， 去 表 现 形 体 与 空 间 。 画 好 树 木 的 关 键 在 于 注 意 表 现 树 木 随 光 源

和 环 境 的 变 化 所 呈 现 的 复 杂 色 彩 。 树 木 的 整 个 受 光 面 的 冷 暖 取 决 于 光 源 色 ， 背 光 面 的

冷 暖 依 据 天 色 和 地 面 环 境 的 影 响 来 表 现 。 树 木 一 般 春 天 为 嫩 绿 色 ， 夏 天 为 深 绿 色 ， 秋

天 为 绿 褐 色 或 黄 色 ， 冬 天 为 灰 褐 色 。 近 处 的 树 木 色 彩 感 觉 强 烈 ， 形 体 清 晰 ， 明 暗 、 冷

暖 差 别 大 ， 远 处 的 刚 好 相 反 。  

     自 然 景 色 由 于 环 境 、季 节 、气 候 ，时 间 等 条 件 的 不 同 ，而 产 生 着 丰 富 多 彩 的 色 调 和 色 彩 的 变 化 ，所 有 的 事 物 都 是 有 规 律 和 技 法 可 言 的 ，

所 以 我 们 在 风 景 写 生 或 是 画 照 片 中 都 要 善 于 观 察 和 总 结 些 许 的 规 律 。

倒 影 和 水 的 关 系

① 树 距 离 水 面 越 近 ， 影 子 也 就 越 完 整 真 实 ， 远 之 则 正 好 相 反 。

② 风 势 越 小 则 波 动 越 小 ， 水 面 越 平 静 ， 投 影 越 完 整 。

③ 投 影 的 长 度 是 随 水 面 的 波 动 而 变 化 ，水 面 波 动 越 大 投 影 越 长 。

     云 彩 有 动 有 静 ， 有 厚 有 薄 ， 有 远 有 近 ， 有 平 面 的 也 有 立 体 的 变 化 ， 从 早 晨 到 傍 晚

也 在 变 化 ， 给 人 以 清 淡 、 单 纯 、 浮 动 、 浓 重 、 深 沉 、 华 丽 等 不 同 的 视 觉 感 受 。 一 般 情

况 下 ，画 云 彩 要 注 意 观 察 结 构 和 色 彩 的 特 点 ，还 要 注 意 表 现 云 彩 边 缘 的 虚 实 效 果 处 理 。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     美国

动 水 和 静 水 之 分 ， 一 般 来 说 ， 动 水 的 水 色 由 于 光 线 折 射 的 缘 故 ， 明 度 比 水 面 平 静 时 要

暗 ； 画 静 水 时 则 应 注 意 水 色 明 度 、 纯 度 度 以 及 冷 暖 上 的 细 微 变 化 。 最 重 要 的 表 现 水 的

质 感 是 倒 影 ， 水 本 身 是 透 明 的 ， 有 很 强 的 透 射 力 。 静 水 倒 影 形 象 清 晰 ， 在 微 风 中 ， 倒

影 破 碎 ， 形 体 拉 长 ； 有 风 或 是 有 急 浪 的 天 气 ， 倒 影 不 明 确 。 从 色 调 上 说 ， 倒 影 与 景 物

相 比 ， 要 相 对 单 纯 统 一 ， 多 为 中 间 调 子 ， 色 调 一 般 偏 冷 、 对 比 弱 、 纯 度 低 ， 既 冷 、 弱 、

粉 、 灰 。 总 之 不 论 什 么 状 况 的 水 面 ， 都 要 注 意 天 色 对 水 面 的 影 响 而 产 生 的 色 调 变 化 。

     在 风 景 写

生 画 中 ， 水 一

般 以 水 乡 、 大

海 、 江 河 、 池

塘 等 形 式 出 现 。

水 的 颜 色 也 是

最 不 固 定 的 ，

它 受 天 色 、 环

境 、光 线 、水 质 、

气 候 等 外 在 条

件 的 影 响 而 产

生 变 化 。 水 有

N O . 3 水 和 倒 影 的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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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 6 山 的 表 现

N O . 5 人 物 的 表 现

N O . 4 建 筑 物 的 表 现

　    画 山 ， 要 注 意 远 、 中 、 近 的 不 同 层 次 距 离 ， 由 于 空 气 透 视 的 缘 故 ， 远 近 山

之 间 的 颜 色 有 很 大 的 差 别 ， 远 山 含 蓄 迷 蒙 ， 体 积 也 显 单 薄 ； 近 山 厚 重 明 朗 ， 体

积 结 构 分 明 。远 山 在 风 景 构 图 中 ，虽 然 不 是 主 体 物 ，但 是 常 常 可 以 体 现 空 间 感 ，

衬 托 前 景 ，丰 富 色 彩 。雪 山 明 面 主 要 来 自 光 源 色 和 天 光 色 。中 景 山 层 次 水 分 明 ，

但 略 有 模 糊 ， 画 时 可 以 先 用 中 间 色 铺 底 ， 然 后 加 暗 或 提 亮 ， 用 笔 可 刚 可 柔 ， 可

涂 抹 可 摆 块 面 ， 力 求 达 到 虚 中 有 实 、 实 有 中 有 虚 的 多 变 的 效 果 。 画 近 山 应 着 重

抓 住 山 石 的 主 要 结 构 和 具 体 景 物 刻 画 ，分 出 块 面 。近 山 的 色 彩 丰 富 ，敏 感 分 明 ，

     一 幅 风 景 画 有 了 人 物 就 加 强 了 生 活 的 气 息 ，

使 人 看 了 更 为 亲 切 ， 能 产 生 共 鸣 的 作 用 。 从 一 幅

风 景 画 的 构 图 原 理 上 看 ， 人 物 的 分 量 是 比 较 重 的 ， 可 以 与 树 林 、 建 筑 物 或 其 它

的 景 物 形 成 均 衡 的 效 果 ， 也 可 以 安 排 在 重 要 的 画 面 位 置 使 景 色 更 具 动 感 和 视 觉

冲 击 力 。

     以 景 为 主 的 画 面 ，人 物 在 环 境 中 一 般 不 会 太 大 ，画 人 物 要 符 合 透 视 的 原 理 ，

才 能 使 远 近 不 同 位 置 的 人 立 足 于 画 面 上 。 画 人 物 应 注 意 到 人 物 的 体 态 ， 人 群 的

疏 密 ， 人 物 的 大 小 和 人 物 远 近 不 同 状 况 后 再 下 笔 ， 使 人 物 在 画 面 中 总 体 分 布 有

和 谐 美 的 效 果 。 还 要 根 据 画 面 的 需 要 进 行 人 物 的 安 排 和 摆 放 ， 人 物 的 形 象 要 概

括 ， 不 要 刻 画 得 太 仔 细 ， 一 般 先 画 身 体 ， 再 画 头 部 和 腿 部 ， 人 物 的 色 彩 很 关 键 ，

不 能 画 得 太 花 ， 也 不 能 太 单 调 ， 人 物 在 画 面 中 要 起 到 画 龙 点 睛 的 作 用 。  

    建 筑 物 由 于 具 有 不 同 的 形 态 结 构 形 式 和 建 材

性 质 及 肌 理 特 征 ， 会 产 生 不 同 的 审 美 反 应 。 要 仔

细 观 察 建 筑 物 主 体 的 各 个 型 的 变 化 和 组 成 建 筑 物

中 垂 直 的 、 平 行 的 ， 以 及 斜 向 的 直 线 和 曲 线 与 体

面 的 结 合 的 情 况 ， 更 好 地 表 现 景 物 的 透 视 感 、 空

间 感 和 体 积 感 。 表 现 建 筑 物 时 景 物 的 形 体 、 色 彩

要 明 确 ， 其 明 暗 变 化 要 比 较 强 烈 ， 受 光 面 多 以 光

源 色 加 固 有 色 形 成 色 相 ， 冷 暖 随 光 源 而 变 化 ； 背

光 面 以 天 光 色 加 固 有 色 和 环 境 色 构 成 色 相 ， 冷 暖

随 周 围 的 环 境 而 变 化 。  

画 时 可 采 取 先 暗 部 、 在 中 间 色 、 而 后 亮 部 的 多 遍 画 法 ， 以 表 现 出 大 山 厚 重 西 雄 浑 、 山 峦 叠 嶂 的 自 然 景 观 。 山 是 由 于 地 壳 的 自 然 变 化 而 形 成

高 突 于 地 面 表 的 部 分 。 根 据 地 质 和 覆 盖 状 况 ， 可 大 体 分 为 土 山 、 石 山 两 种 ， 而 有 的 山 多 树 ， 有 的 山 多 草 ， 有 的 山 常 年 积 雪 。 因 此 ， 作 画 时

应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客 观 对 待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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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P T E R  T W O
第 二 章  色 彩 风 景 的 步 骤 画 法 步 骤 一 ： 构 图 。 首 先 选 景 和 思 考 分 析 对 象 ， 然 后 用 水 粉 单 色 构 图 ，

画 出 大 的 轮 廓 ，在 这 一 步 中 要 确 定 画 面 的 大 小 以 及 画 面 的 主 体 中 心 ，

注 意 地 平 线 的 处 理 ， 以 及 建 筑 、 小 路 等 物 像 的 透 视 变 化 规 律 。

步 骤 二 ： 铺 大 色 调 。这 一 步 与 静 物 写 生 类 似 ，但 风 景 写 生 需 要 更 快 、

更 迅 速 。在 这 一 步 中 ，要 多 运 用 大 笔 ，水 分 稍 多 颜 料 可 适 当 少 一 点 ，

运 笔 流 畅 、迅 速 的 完 成 。要 求 把 复 杂 的 色 彩 看 成 几 块 较 为 单 纯 的 色 块 ，

迅 速 的 铺 满 画 面 ， 不 去 追 求 细 节 ， 直 到 大 的 色 彩 关 系 准 确 为 止 。

步 骤 三 ： 深 入 刻 画 。 从 天 空 画 起 ， 要 用 大 笔 ， 要 注 意 天 空 的 纵 深 感 ，

由 上 而 下 ， 然 后 画 远 处 的 建 筑 ， 这 样 天 空 与 建 筑 物 相 接 的 地 方 衔 接

起 来 自 然 ， 接 下 来 画 中 景 ， 中 近 景 是 画 面 的 中 心 ， 在 这 一 部 分 要 认

真 刻 画 ， 形 体 要 明 确 要 与 远 景 拉 开 距 离 。

步 骤 四 ： 调 整 完 成 。 要 多 思 考 少 动 笔 ， 看 看 画 面 主 次 是 否 明 确 、 色

彩 是 否 和 谐 而 丰 富 。大 胆 取 舍 ，以 达 到 画 面 的 色 形 和 谐 且 富 于 美 感 。

步骤一步骤一黑白稿

步骤二 步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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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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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P T E R  T H R E E
第 三 章  色 彩 风 景 照 片 与 范 画 对 应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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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画



15  Landscape

范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