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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速写概述

速写速写同素描一样，不但是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速写作为一种能够配合其他造型手

法而又不失独立完整的综合技巧，可以使我们敏锐地捕捉形象，快速地抓住特点，树立直观表达的信心。风景

速写，是将自然中的所见所感快速、简要地表现出来的一种绘画形式。其描绘的对象为自然风光，如山川河流、

树木花草、房屋建筑等。在各种速写中 , 风景速写的难度较小，因为自然景物本身是相对静止不动的，除了气

象有变、时辰有别会使景色产生阴阳隐现的不同以及风吹草动、水起涟漪之类的局部变化以外，自然物体本身

不会产生位置的移动，这就使我们有较多的时间选择作画角度、确定构图、描绘和润色加工。只要认真观察，

用心描绘，画好风景速写并不十分困难。

速写“速”即为速度，通常理解为“快”。然而“快”与“慢”并非绝对，一张风景速写，可以在一两分钟内写就，

亦可在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完成。因此对风景速写的认识，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快”，而应根据不同对象及不同的表现形式来

决定。

速写“写”为写生，是作者表达在自然生活中的所见所感，也是指

作画时用笔的具体要求。其特点是概括、简练和肯定。“写”最能

神形兼备地表现景物，最能体现作者的情感，最能显示速写本身的

艺术魅力。因此，画风景速写，既要把握“速”字，更要注重“写”

字。“写”是速写的核心与目的，“速”则是服务于“写”的手段

与方法。

速写学习风景速写是我们提高绘画技能的好方法，同时也可以把以

前所学的几何体、静物素描的知识直接运用到风景写生中去。风景

画是美的艺术，初学者首先要了解自然之理，掌握好客观世界形象

变化的规律。但是，仅仅停留在精通自然之理上是不够的，还必须

从艺术的功能和特点出发，对写生对象进行适当移位和取舍，运用

透视、明暗、解剖、色彩等原理，加强虚实、主次的关系，使画比

现实生活更高、更典型、更集中，使作品既动人又耐看，成为一幅

赏心悦目的艺术作品。

凡 .高《蒙马特的橄榄树》

列宾《农家小院》

列宾《涅瓦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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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与表现方法

人的风景速写与室内课堂写生不同，由于其绘画场所、环境的特殊性，户外风景速写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

需要来确定工具，但以简单方便、便于携带为宜。常用工具与表现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线描为主的画法

苹果用线来抓取形态，方便快捷，因而在风景速写中，

线的运用非常普遍。以线造型，重在线的运用与体验，

发挥线条的表现力，在线的运用上要关注线的疏密对比、

粗细对比、刚柔对比。在一幅作品中，用线最好有一个

总体倾向性，不能死板没有变化。

工具解析

线条以线为主的作品常用的工具有钢笔、针管笔、美工笔。

钢笔与针管笔画面效果较为接近，都是以细线条为主。

与钢笔相比，针管笔线条可以更细，并且有多种粗细不

同的型号，所以常用于大环境的刻画。美工笔的特点是

能粗能细，既能表现线条，又能铺大色块，在风景速写

中经常被运用。

线面结合的画法

苹果速写常常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去表现物象。对于形

的结构、透视，线的表现力比较强。而对于形的立体感、

色彩感、肌理感，则面的表现力较强。线面结合可以优

势互补，使画面的层次更加丰富，形体的表现也可以相

对深入。其特点是以线造型为主，明暗表现为辅。

工具解析

线条线面结合的作品多以铅笔、炭画铅笔为主要绘画工

具。铅笔软硬兼有，容易修改，塑造起来能使画面产生

非常细腻、多层次的效果。炭画铅笔比铅笔见效要快，

能产生强烈的画面效果，但因质地较粗，不易画细和修正，

所以常常与铅笔搭配使用。

明暗为主的画法

苹果明暗画法是以光影的明暗调子来反映物象的一种处

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比线条画法更能体现物体的质感、

色彩的深浅和肌理效果。明暗画法既要考虑物体的形，

又要兼顾物体的黑白关系。

工具解析

线条画明暗为主的作品较常用到的工具有木炭条、炭精

条，这两种笔质地松软，容易铺大色块，极适合处理画

面的明暗面大关系。炭精条较木炭条要硬一些，作画时

容易画深但不易修改，下笔时应多斟酌。

全效教学 风景速写02



画面取景

风景风景画写生不是自然场景的拍摄和机械描摹，而应该是画者主观能动的艺术表现，往往需要采取移动、增

添或改变自然景象等方法，来获得完美而生动的画面。取景时要从立意出发，运用构图规律，勾画出适合表现

一定情调、境界的画面，来确定画面的主题。常见的取景有两种方法：自然取景法、移景取景法。

自然取景法

就是就是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选取自己喜欢的景物范围。这种取景法一般是以

自然场景为基础，略作调整，如景物的位置、大小、前后关系等。

移景取景法

就是是在自然场景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地取舍、添加。因为在写生中，有时候面对

的景物总体来看很不错，很吸引人，但是其中的一棵树、一座房子或者一根电线

杆显得格格不入，为了画面的协调和完整性，我们应该大胆舍去这些与画面不协

调的因素，使画面更加完美。

直接用手做取景框。 制作一个纸质取景框。

画面构图

风景构图是把所要画的景物按照一定的原则，有目的地组构、布置在一定的空间内，并加以整理，使画面的整体形式感完

美和谐。风景构图要求画面饱满、舒适、形象完整，画面中的景物大小适中，各物象之间的位置关系不能太集中或太松散，

要做到疏密有致。风景画中，常用的构图有水平式、均衡式、垂直式、三角形式、满构图式、团块式等。

主次呼应

苹果主次呼应分形状上的呼应联系、

转折过渡；明暗上的对照、映衬。

一组景物出现在画面上，力求它们

之间互相联系、此呼彼应，整个画

面协调。

画面布局

苹果布局指景物在画面上的位置安

排及其分割关系。左右呼应，合理

运用点、线、面的分衡。视平线不

宜放在画幅的二分之一处，那样构

图太呆板，一般安排在画面上方或

下方。在景物的组合上注意重叠交

错，形状上形成大小、高低、方圆、

宽窄对比。

突出中心景物

苹果突出中心景物，除了将其置于画面的重要位置上，也可以把中心景物的面积扩大，把陪衬景物的面积缩小。还可以将中心景物拉近

画实，对其背景进行简括处理，并通过线条、明暗等手段强调中心景物，使其在画面上更突出。中心景物一般放在画面的近景或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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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知识

所谓所谓透视，是指通过透视平面来观察景物的形状。我

们画风景速写时，就是要把三维空间的立体形体用线、面

表现出来。画景物时要仔细观察推敲，分析其透视规律，

对物象做细致的研究、刻画，使观者对画纸上的平面图形

产生明显的立体空间感。这种由立体到平面、又由平面到

立体的转化，就是利用客观的透视规律来完成的。

空间透视

就是人的视觉透视有着近大远小、近高远低的基本规律。我们在画风景速写时运用这一规律使画面产生空间感和立体感。当物体离观察

者越远时，物体的轮廓、清晰度将减弱。因此，我们画远景时，轮廓、纹理和色调应变浅变轻。这些技巧会使我们的眼睛产生错觉，虽

然我们看到的是平面，但这平面有立体感。

地平观察这幅图景物，注意分析如何运用空间透视和一些简单的技法让画面呈现近大远小、近实远虚的视觉效果。

透视的基本术语

就是心点 :作画者眼睛正对着视平线上的一点。

就是视点 :作画者眼睛所处的位置。

就是视平线 :与作画者眼睛平行的水平线。

就是视中线 : 视点与心点的连线，也是与视平

线成直角的线。

    中景的树较近景塑造得较细致，色

调略淡于近景。

    远处的树只有大

致的轮廓，没有明显

的结构特点。

道路近宽远窄。

   近景的树与房屋结构清晰，是整个

画面色调最深、塑造最具体的区域。

全效教学 风景速写04



平行透视

就是平行透视即一点透视，当物体的一个面与我们的画面平行，所产生的透视叫平行透视，也叫一点透视。与画面平行的面不发生透视

变形，而顶面与侧面发生透视缩减，直角线互相不平行而消失到一点。凡与视平线平行的景物始终平行，与视平线垂直的景物近大远小，

最后消失于一点。

成角透视图（二点透视）

成角透视

就是成角透视即二点透视，当立方体的一个面与地面平行，这个立

方体又与画面平行，这个棱的两边的平面与画面成角度，就叫成角

透视。它与平行透视不同的是画面出现两个消失点，消失点不是在

画面主点，而是在视线主点两侧。一般建筑物或其他方形物体会出

现这种透视现象。

平行透视图（一点透视）

三点透视

就是 三点透视有三个消失点，高度线不完全垂直于画面。根据站点的高低，高度线或消失于天空中的天点，或消失于地面中的地点。

另外两组深度线延长与视平线形成两个消失点，消失在视平线上。

消失点
视平线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视平线
消失点

消失点 视平线 消失点

三点透视

消失点
视平线

视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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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每一种绘画形式的造型元素都离不开运用点、线、面造型这一共性特征。在风景速写中，点、线、面虽然

是一种抽象的符号，但作为造型元素又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现了物象的形状、比例、结构、明暗、虚实、空

间等造型关系；另一方面，点、线、面又具有自身的视觉美感和个性特征。

 直线挺拔 ,曲线委婉、流畅而柔美。  点有圆形、方形、三角形、不规则形等。

  点的转变，量少时作为点看，量多时，可作为大点和长线。用点塑造一种特殊形式的线或面，最终在一幅作品里

呈现不同种类形式的艺术效果。

  线的不同组合方式呈现出不同种类形式的面。

点、线、面

人的点在画面中是与面和线相对而言的，点可大可小，又可分为无方向性点和有方向性点。无方向性点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画面的层次

变化；有方向性点则可以产生丰富的有动感的各种形态的肌理效果。

人的线大致可分为规则线条、不规则线条、勾勒线条与点状线条。对于不同类型的画笔选择和对同一工具的变化使用都会获得不同意味

与不同表现力的线条。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对线的认识与表现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们应从中认真借鉴与学习。

人的点和线的集合都可以形成面，面的变化也是十分丰富的，有虚实、浓淡、大小、前后、方向、软硬、通透与密实、轻松与厚重等变

化。面的应用可以是以明暗的方法来塑造形体，也可以是以独立形象或点缀的方法来丰富画面的表现力。在一幅速写作品中，灵活地应

用点、线、面会获得不同的表现效果，会极大地丰富作品的表现力。

点、线、面结合塑造各类物象的结构与质感。

塑造技法

全效教学 风景速写06



常见景物的画法

山石、云、水的画法

人的山石结构复杂，画山要画出山的脉络和气势，

画石要注意“石分三面”。“石分三面”的意思是

要画出石的立体感，如同素描中的黑白灰三大面。

画山石的步骤：先用较长的线画出山石的外形轮廓，

再用短线塑造山石的形体结构和体积，最后整理完

成。 

人的在自然山水中，云、雾和水都是非常常见的物象，

在线描画中一般采用空白法和勾线法来表现。空白

法就是留白，留出云、雾和水的位置，一笔都不画。

勾线法就是用柔软的曲线勾画出云、雾和水的外形

轮廓，然后再用长短不等的线条表现它们的结构关

系。

建筑物的画法

人的画建筑物要避免单薄、琐碎和呆板。首

先要抓住建筑物的基本几何形状，突出其整

体形象特征，把握原建筑的造型美感，对门

窗和表面装饰不能去细抠，要充分概括处理，

点点画画即可。画建筑至少画两个面才容易

体现出建筑物的厚度和体量，其边缘轮廓缺

少变化会显得生硬。在用笔上尽量活泼一些，

还可以用树木等物体破开或遮挡一些建筑局

部，找出其中的韵律和节奏。画建筑群应注

意层次、高低、疏密组合关系，以近景的建

筑或中心建筑刻画为主，中景为辅，远景的

建筑只画出其基本轮廓特征即可，把握住近

繁远简这条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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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

人的树叶是树木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树种关系，有些树叶茂密，有的甚至极为细密，刻画塑造时须加以概括，应抛开叶子的个体造型，

注重叶群整体组合的造型特点。有些树的树叶大而少，如芭蕉、棕榈树，塑造时应注意个体叶子的造型特点和细部特征。刻画时应按叶

子的生长方向，以及叶与叶之间相互的穿插关系进行表现。

树的画法

人的树是风景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树的姿态各异，种类繁多，所以研究、分析树的构造很重要。一般

叶疏的树，以画干为主；叶密的树，以画叶为主。

树枝、干

苹果画树干最好从树干的中间开始，这样可以对树的上下空间有更好的把握。画树干一般是用单线双勾法来表现，然后再用不同长短、

粗细的线条或点来塑造树干的体积和质感特征；也可以一边勾画树干，一边用线、点来塑造。有的树根是裸露在外的，在表现此类树的

时候，一般也用双勾法来画，但应该注意它们的前后穿插关系。

苹果在传统山水画中有“树分四枝”之说，意思是出枝要从前后左右四面生发，要体现树的立体空间。画树枝时线条可以放松些，不需

要每根线条都交代清楚。树枝一般有上仰式和下垂式两种形式。但在具体画的时候要灵活运用，而且要注重线条本身的表现语言。

全效教学 风景速写08



画单画单棵树先画树干，然后再画树枝，枝要向四面发展。

注意枝杈与树枝的粗细关系以及左右位置。

画单在刻画组合树木时应注重组合和层次。树的粗细、

疏密对比要适当，近处的树画具体一些，把结构交代清楚；

远处的树应平稳和连贯，边缘形状充分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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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范画练习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土坡上小树的画法

全效教学 风景速写10

步骤讲解

步骤步骤一 : 画出主要的两棵树干，要注意树与树之间的势态和相互呼应关系。树干的轮廓线留点

空隙。

步骤步骤二 : 画出主要树枝，分枝时树枝要有前后、左右关系，留出树叶的位置。画远处的小树，

要注意穿插、疏密、动势关系。

步骤步骤三 : 画好树干与主要树枝以后开始添加树叶。画树叶时，要注意树叶的疏密关系以及树叶

的基本特征和生长规律。通过树叶密集的黑衬托树干和树枝的白，注意树叶的疏密关系，做到疏中

有密、密中有疏。

步骤步骤四 : 添加地面和土坡时应尽量概括、简练。整体看一下画面，重点是树叶整体的疏密关系

和树冠的外形，调整完成。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农舍土墙的画法

技法提示

随着风景速写起笔非常重要，

既要确定出它在整个画面上下

左右间所处的位置，还要准确

地画出在画面中的比例长度。

虽然只是寥寥数笔，但关系到

整个画面的布局。画时要注意

用笔的连贯性，这样，画面整

体的关系上就会有一种紧凑感，

气韵效果上就会有一气呵成的

生动感。对景物不可照搬、照抄。

应选取最能体现构思和最想表

达的部分，故构图时须舍去或

概括处理琐碎和不想表现的部

分，这就是常说的“取舍”处

理。作品中老式房屋由小青瓦

覆盖屋顶，画时用笔可粗放些，

注意瓦片间隔距离和疏密关系。

步骤讲解

步骤步骤一 : 明确景物各部分

的空间位置关系，用铅笔轻轻

勾画出景物的位置和外形，定

出整体画面的大关系。

步骤步骤二:用实线进行描画，

从近景的土墙开始入手，注意

近实远虚的透视规律，用笔应

体现物体质感特征。

步骤步骤三 : 这一步要特别注

意画面的层次关系。把握景物

大的趋势，使画面具体、形象。

步骤步骤四 : 强化细节，力求

形体自然协调。最后调整线条

疏密及穿插关系，擦去之前勾

形的铅笔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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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农家小径的画法

技法提示

随着透视是表现空间的主要因素。

自然界的各种景物，由于透视关系，

形体会产生变化，即近大远小的距

离缩减现象。要理解这一变化规律，

必须懂得透视的基本原理。但在风

景速写中不要因此而画得拘谨起来，

不能像建筑制图一样去画景物中的

建筑，过分讲究透视反而显得呆板

和机械，大的透视关系正确就可以

了。画得自然舒展就好，即使形体

有些歪斜，只要造型美也是可以的。

步骤讲解

步骤步骤一:先观察景物，明确远、

中、近景在画面中的空间位置。从

画中最具趣味性的位置开始刻画，

落笔时要快而准。

步骤步骤二 : 结合叶的结构特征刻

画竹栅栏上的植物。注意用笔要明

确而轻松，但不要过分表现，对形

体塑造留有余地。

步骤步骤三:画出另一边的竹栅栏，

画时用笔可粗放些。注意竹栅栏的

间隔距离和疏密关系，把握好中间

小径的透视变化。

步骤步骤四 : 进行远处房屋与树木

的刻画，整体调整画面，加强画面

节奏与韵味，使画面各种关系更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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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石板房的画法

技法提示

随着要表现好中心景物，可将其

置于画面的重要位置，也可以把

中心主题的面积扩大，把陪衬景

物的面积缩小。还可以将中心主

题拉近画面，对其背景进行简要

概括处理，并通过线条、明暗等

手段强调中心景物，使其在画面

上更突出。中心景物一般放在画

面的近景或中景。

步骤讲解

步骤步骤一 : 先观察景物构思画

面，明确景物各部分空间位置关

系。再从画面中最具趣味性的位

置开始刻画。

步骤步骤二 : 运用刚劲的直线、

横线来表现墙面与石块的坚硬质

感。从画面的主次和空间进行线

条的组织与表现。

步骤步骤三:继续推移扩展画面，

以不同线条组织方式表现相关物

象，使物象相互衬托，营造画面

节奏感。

步骤步骤四 : 调整完善画面，用

细线画屋顶与小局部，运用这种

疏密对比的方法能很好地表现画

面的空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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