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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风景随想
黄鹤

《夕阳》 油画 80x100cm

        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绘画艺术起源于人对自然的理性观照与

模仿，它通过混合涂抹各种颜料描绘出酷似自然原物的形象，形成人类对自然

物在形、色、声等层面的艺术感悟。其中，油画是整个绘画家族的重要成员。

        一般而言，15世纪初期的尼德兰画家凡·爱克兄弟是新的油画技法的奠基

人之一。15世纪以前欧洲绘画中的蛋彩画是油画的前身。之后，凡·爱克兄弟

在利用蛋清作调合剂的同时，继续寻找更为理想的快干调和剂。他们尝试在用

油溶解颜料的基础上，用亚麻油和核桃油为调和剂作画，致使运笔流畅，颜料

在画面上干燥的时间适中，易于反复修改，多次覆盖，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和

光泽度，干透后颜料不脱落、不褪色、附着力强。他们运用这种油画技法创

作，在当时影响很大。        

        15世纪以后，伴随着文艺复兴的洗礼，油画技法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

尤其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得以迅速发展。早期的油画多以写实和再现性为

主。随着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光学、色彩学、材料与绘画技术等领域不断创

新，富于表现力的技法与材质也愈来愈丰富，使传统的油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油画不再是以模仿自然、再现自然为艺术创造的原则，艺术家将表现自己

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作为创作目的，用想象、幻想、骄狂的色彩、大胆的构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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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风顺》 油画 95x160cm

新的透视概念等来打造自己的作品。凡·高、塞

尚、高更成为其中的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

代表着油画面貌的历史性剧变，也标志着油画艺

术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油画的形式语言

受到高度重视，随着新的流派的诞生，艺术观念

也在不断扩充，油画的创作样式逐渐丰富，油画

与其他合成化学原料结合，产生了不归属某一具

体画种的艺术，油画风景画应运而生。        

        油画风景画，顾名思义就是运用油画的工

具、材料和技法对大自然的描绘。它起源并发展

于欧洲，到近代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画种。        

        风景画一词约20世纪传入中国，无论西方

还是中国，风景画最早是作为人物画背景出现

的，在以后才逐步演绎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风

景画的发展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古代埃及

的 墓 穴 壁 画 到 希 腊 文 化 时 期 的 风 景 画 ， 以 及

14世纪前半叶的意大利壁画到15世纪初期尼德

兰的抄本装饰画，可以看到风景画从人物画的背

景中逐渐走了出来，在人物画的画面上所占的比

例愈来愈大，为人物画做了一个多世纪背景的风

景画，终于脱离了陪衬的命运而走上了独立的道

路，成为了独立的画种。

        16世纪初至19世纪末，这个时期一般都概

括称之为古典时期，风景画在艺术上成熟于

17世纪荷兰。雷斯达尔、维米尔、霍贝玛等

艺术家对风景画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这

时，从风景画中又分出海景画、夜景画、街景

画、山水画等分科。在巴黎卢浮宫的馆藏中，

顶楼的法国与荷兰藏画里风景画占了绝大多数

的比例，说明在当时风景画尤其是荷兰风景画

已经日臻完善和成熟，达到了当时绘画的巅

峰。

        早期西方画家琴尼尼说：“写生比一切

范本都重要。”它是借助颜色模仿凹凸的景

观，准确地把它们再现出来。早期风景画写实

派占主导地位，随着风景画的发展，不同的风

格及表现手法逐渐涌现出来，譬如英国的水彩

风景，法国的印象主义风景和以柯罗、米莱为

首的巴比松画派等，他们在传统表现的基础上

寻找不同的手法来表达对自然的理性观照。

        与油画的发展过程经历古典写实、象征

浪漫、自我抒情性等时期相适应，风景画也经

历了象征性风景画、理想性风景画、写实风景

画、自我性风景画等演变过程，不同时期的绘

画受着不同时代的审美思想的支配和制约，呈

现不同的面貌。特别从1863年“印象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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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诞生，到1874年由莫奈的一幅作品《日出印象》引发“印象派”

这个具体概念，到20世纪初期印象派画家例如凡·高、高更、莫奈、

雷诺阿、毕沙罗等大批的优秀作品出现，为了真实的现实世界呕心沥

血，他们放弃了纯粹的描摹自然，而开始重视自己的个性和感情的表

现，从自然中选取线、形、色来构筑画面，获得明暗和色彩的谐调，

用更明亮和自由的画面，使风景画呈现出许多奇异的新面貌，并成为

绘画中的重要门类，并使西方风景画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世界上最

丰 富 的 印 象 派 作 品 收 藏 博 物 馆 — — 法 国 奥 赛 美 术 馆 （ Musé e 

d'Orsay）里，笔者看到了印象派大师们广为人知的作品，例如莫奈

的《图维尔的黑石旅馆》（图1） 、 《伦敦，议会大厦，太阳冲破薄

雾》（图2） 、 《睡莲池，绿色和谐》（图3） 等，毕沙罗的《鲁昂

的博耶尔迪厄乔，落日时分，迷雾》（图4）  、 《蓬多瓦兹的寺院

山》（图5） ，塞尚的《曼西的小桥》（图6） ，马奈的《月光下的

布罗涅港》（图7） ，雷诺阿的《蒿草中的上坡路》（图8） ，西斯

莱的《摩莱大桥》（图9） ，这一批大师作品的出现，奠定了印象派

风景画在油画风景画历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近现代风景画创作较为体现个性化，不像古典时期那样循规蹈

矩。一方面，传统的表现手法继续为画家运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

的发展，新材料的出现，也给画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材料选择

余地更大，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使风景画更具有感染力。19世纪后

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新材料应用于油画领域，如丙烯颜

料、油漆等。

图1 图3

图2 图4 图5

图8图7图6

图9

5 6



动诞生，到1874年由莫奈的一幅作品《日出印象》引发“印象派”

这个具体概念，到20世纪初期印象派画家例如凡·高、高更、莫奈、

雷诺阿、毕沙罗等大批的优秀作品出现，为了真实的现实世界呕心沥

血，他们放弃了纯粹的描摹自然，而开始重视自己的个性和感情的表

现，从自然中选取线、形、色来构筑画面，获得明暗和色彩的谐调，

用更明亮和自由的画面，使风景画呈现出许多奇异的新面貌，并成为

绘画中的重要门类，并使西方风景画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在世界上最

丰 富 的 印 象 派 作 品 收 藏 博 物 馆 — — 法 国 奥 赛 美 术 馆 （ Musé e 

d'Orsay）里，笔者看到了印象派大师们广为人知的作品，例如莫奈

的《图维尔的黑石旅馆》（图1） 、 《伦敦，议会大厦，太阳冲破薄

雾》（图2） 、 《睡莲池，绿色和谐》（图3） 等，毕沙罗的《鲁昂

的博耶尔迪厄乔，落日时分，迷雾》（图4）  、 《蓬多瓦兹的寺院

山》（图5） ，塞尚的《曼西的小桥》（图6） ，马奈的《月光下的

布罗涅港》（图7） ，雷诺阿的《蒿草中的上坡路》（图8） ，西斯

莱的《摩莱大桥》（图9） ，这一批大师作品的出现，奠定了印象派

风景画在油画风景画历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近现代风景画创作较为体现个性化，不像古典时期那样循规蹈

矩。一方面，传统的表现手法继续为画家运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

的发展，新材料的出现，也给画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材料选择

余地更大，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使风景画更具有感染力。19世纪后

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新材料应用于油画领域，如丙烯颜

料、油漆等。

图1 图3

图2 图4 图5

图8图7图6

图9

5 6



《峡江石壁》油画  80x100cm

        在材料选择上，当代油画通常使用市场上销售的化学合成的锡

管装油画颜料，种类繁多，方便实用。而在化学合成颜料出现之

前，矿物质是最主要的颜料来源，从自然界中提取的矿物质被研磨

成细末，作画时才进行调和使用，配合各种类型的动物毛画笔，在

岩石、砖墙、木板或者布面上作画；如今除了特殊情况采用纯动物

毛笔外，一般的画笔多为人工合成毛，其种类多样，有尖锋圆形、

平滑扁平形、短锋扁平形及扇形等，帮助画家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画

面形态。同样，如今除了某些特定的壁画之外，油画的承载形式也

从墙壁换成了以画布为主的材料，画家可根据创作需要选择厚、

薄、粗、细不同型号的布面，比如亚麻布、帆布、棉布、混纺布

等，按布面经纬线均匀地绷在木质内框上使其具有一定的弹性，然

后用胶或油与白粉掺和并涂刷在布的表面，制作成粉底或者油底。

但当今成品油画布的出现，更方便快捷，也是当代油画材料不错的

《夔门天下雄》油画  80x1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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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除了主要材料之外，还有画刀、调和剂、上光油、外框等一系列

辅助材料，统筹配置，才能最终完成一幅好作品，尤其是一幅上佳的

油画风景。        

        景物的选择        

        观察——在瞬间中抓住永恒       

        在作画之前，首先最重要的是选择所描述的对象，也就是景物的

选择。大自然景观繁杂多变，不同的地域环境有着不同的地理特征。

画家在景物的选择上要慎重对待，在平凡的景物中寻找美丽的东西，

抓 住 瞬 间 印 象 ， 舍 去 归 纳 ， 组 织 画 面 ， 要 像 艺 术 大 师 罗 丹 所 说 的

“……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

能够发现美”。比如凡·高在绘画初期与父母住在荷兰乡下，虽然身

处贫瘠荒芜的土地，但凡·高仍然用他独特的视角以树木、土地、劳

作的人群为对象，创造出一批流传后世的初始印象派的作品，包括

《吃土豆的人们》、《缝衣女工》、《茅舍》等等，因为生活在乡

下，于是他画作的主题是“古老、地道的布拉邦式的”手工艺、农民

生活和乡村居民；而在法国生活学习时期，自我、老师还有住所都成

了凡·高笔下独具特点的作画对象。生活中熟悉的自然景观、人物、

事物都可以成为画家笔下描述的对象，越是熟悉越要找出独特的欣赏

点；三峡是我最为熟悉的地貌之一，我生于斯长于斯，每次徜徉在三

峡石壁、小道之间，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三峡的水和石总会呈

现出不同的效果，在这光影自然的变化之中，也成就了我捕捉这片土

地独特魅力的环境，作品《三峡-见证135》亦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

        

  

《三峡-后风景》油画  140x1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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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夜泊》 油画 80x100cm

作出来，岩壁上的水位线，它见证了建设长江三峡大坝蓄水的过程，

对于它来说是寻常事，但在画家眼中也是值得记录的瞬间画面。

                 

        大自然造就了不同的地质、地貌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文景观。它

们通过山脉、河流、建筑、植被、岩石等景物来传达各自的特征。如

江南水乡，它是通过清澈的小河、白墙黑瓦的古老建筑、青石板小

路、弯弯的石拱桥等景物来传达安静、舒适和一种世外桃源的特征。

而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它就通过“两山夹一水”的地貌以及地质变

化而产生的岩石结构，形成了“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激流险滩等景

物，来传达其雄、险、秀、奇的特征；所以画者在选择景物时就要仔

细分析、研究，找出各景物之间的差别和主要特征，提取最具有典型

的物体来刻画。        

        因为对三峡的特殊感情，我的画面多呈现自然山水， 古人画石

起手有“石分三面”之说。所谓“三面”无非是说，画石开始勾勒轮

廓，就要分出它的阴阳向背、凹深凸浅的基本形态，既是要表现出它

的体积来，又要表现出不同石头的质感与硬度。石的体积，不仅依靠

它的纹理去表现，还要依赖于笔线的运用，即使只有一笔也要表示出

它是立体的东西，即受光的阳面的轮廓线可细些轻些，背光的阴面要

粗些重些。        

        但是画石在中国画中却是用线条的轻重转折和皴法来表现。石

头的立体感靠轮廓线条的轻重和转折来表现，宜画得硬而有力。近处

的石头一般填大绿接赭石，远处的石头暗光地方填大绿，光面填淡苦

绿或赭石。画山是山水画中的主要部分。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各种

分析——在繁杂中把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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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峡-神女峰远眺》油画  50x120cm

山岳具有多种多样的姿态，因而表现的方法也就不同。但是画山又

和画石不一样，一般是采用勾、皴、彩、点等方法。所谓勾，就是

勾勒山的外部轮廓；所谓皴，就是画山的皴摺；所谓彩，就是用彩

笔把皴成的线条连成一体，构成山的明暗面；所谓点，就是在上述

的基础上加点，作为远山的树影。画时可以自由一些。        

        在油画中也同样。画山与画石不能完全雷同。虽然画山时也强

调对象的体积感与重量感，但是同时要更加注意山川的动向走势，

即山势，尊重自然物体的生长规律，着重表现出走势中的方向感。

        在我的作品中，三峡组画（《三峡-黄金水道》《三峡-憩》

《三峡-峡江石壁》等）着力表现山、石、水三者的关系，尤其是三

峡大坝未建成之前，石牌等绝壁呈现出非凡多姿的嶙峋样貌，所以

在我的画面中，要用大笔触表现出山的大气磅礴，而山石和礁石要

以雕刻般的立体感体现出石块的坚硬，石块之间的阴影是必不可少

的刻画点，同时，为保持画面整体的协调性，以水补充画面的柔

和，使得整个画面中山与水和谐相处，画面呈现出强烈的真实性。

        景物的塑造        

         构图与视觉的冲击力

      “构图”是在视觉艺术

中常用的技巧和术语。特

别是绘画、平面设计与摄

影中经常用到“构图”这

个词。一个好的构图，可

以将平凡的东西变得无与

伦比，突出主题；相反，

一个不好的构图，则会将

一个有魅力的主角变得俗

不可耐，降为闲角。作为

风景画的构图是把景物用

绘画的语言进行组织、安

排在画面上，使之构成一

幅完美的绘画作品。        

        在构图时，我们可采用一种辅助手段即“取景框”，简单的取景

框可在硬纸上剪或刻出一个与画面比例一致的孔，使用的时候，使它

与地面垂直，用一只眼通过孔去观察景物，截取所需要的内容，也可

以反复地多画一些小草图，相互比较，加以推敲，以取得最佳状态的

构图落实在画面上。

        18、19世纪的油画家们发明了木架取景框，在垂直的木架上安装

可上下移动的木框，木框上用细线拉出对角，当画家选出想描述的景

物时，移动木框以选择视线内最好的构图组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使

画家更容易判断和选择画面构图；这样的辅助构图方式虽然在现在不

太常用，但仍然会用于一些儿童绘画教育中，帮助初学者提高构图分

析能力。

        当然，画面的视觉效果不单单体现在绘画技法上，对事物的观察

可帮助画家更立体地呈现画面效果，在同一个画面中用更多层次表现

时间感、空间感等，给画面提供更深厚的质感。

《雨前》油画  50x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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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峡-神女峰远眺》油画  50x1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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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前》油画  50x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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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神农迷人的秋景》油画  140x120cm

        但是有必要提出来的是中国画中的构图和西方构图方式和结

构、透视关系仍是有区别的，沈周《庐山高图》和列维坦《金色的秋

天》、《墓地上空》采用的透视方法不同。中国山水画是散点透视，

西方风景画为焦点透视。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不一样，焦点透视是守

着一个视点去作画，而散点透视是多视点的。比如一幅长卷人物山

水，人的视野绝不会收入这么多的东西，要画另外一方面的景色，必

须转一下视线，就是换了一个视点，这在焦点透视中是不允许的。焦

点透视虽是科学的办法，如果被它绝对束缚住手脚，画出来的景物会

发生失真现象。而散点透视可以缩小透视的差距，感到既有透视又不

是一幅透视图样。散点透视符合人们的传统欣赏习惯，并不因为它不

符合透视学而排斥采用，现在仍然有其应用价值。

        但不管怎样，透视运用的好坏，结构安排的对错都是影响一幅

画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对创作主体还是审美主体来说，好的结构安排

是一定有它对作品判断的独到之处。

        经营一幅构图，首先要分清主次，力求抓住所要表现景物的主

要部分，然后重点安排位置，重点刻画，使画面能吸引观者的视线，

从而达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在我的作品中，远山、中水、近礁石是常用的构图方法，神农

架系列作品多数都用到此构图方法。在创作的时候，根据所观察的景

物加之再修改与再创作，通过这样的构图方法带领观者的视野从近处

的浅滩逐渐伸展到远处的大山，当观者在欣赏作品时，按照景深顺

序，层层递进，层次清晰，整幅画面如交响乐般有起有伏、浑然壮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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