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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画  山  水  小  品

前    言

在学习中国山水画小品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山水画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这对于学好山水小品画是十分

有益的。

概括来说山水画强调三美，即意境美、形式美、笔墨美。

意境美 中国绘画的审美特征集中表现在意境的追求上，中国画不重表象而重意象，不重写实而重写意，

强调画为心声，意在笔先，画家“神与物游”、“物我交融”，于是造境寄情，直抒胸臆，表现自己强烈的

个性和主体意识，这是我们学习传统、继承传统非常重要的一点。

形式美 绘画艺术也是形式的艺术，没有形式，没有“形式美”怎么去表现“意境美”？中国传统绘画

向来注重布局、章法、经营位置，创造了一整套具体的格式，创造了许多独特的视点、视角，更创造了“空白”——

这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绘画中最具特色、最富活力的构图因素，这一切都是要认真学习、总结、发展。

笔墨美 “笔墨”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具特点的艺术手段了，笔和墨表现对象的轮廓、比例、结构、层次，

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作者的感觉、情绪、气质和个性，成为表现感情的载体，所以它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独立

的美学价值。因此，学习中国画必须研习古人的笔墨技法，但不能被旧程式所束缚，我们学习传统决不是去

学某派的一笔一划，那些外在的、表象的东西，如何磨练用笔用墨，自如控制，使之成为我们自己创作个性

的技巧，这才是最重要的。

山水小品是指题材、尺幅相对较小，构图、笔墨精练，画面追求笔情墨趣的山水小品。从古至今，出现

了众多山水小品大家和高手，并留下了许多小品经典之作。山水小品在美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学术位置，且在

当今商品竞争中占有广泛的市场。

学习中国山水小品画，首先应学习和掌握三个基本要素，即笔墨、着色和构图。

笔墨是画好中国山水小品画重要的造型手段。笔与墨是密切相关的。所谓“用笔”，就是画家描绘物象

时，所赋予物象以某种意义，并将画家的情感融于笔中的一种活动。每一笔，都是这种感情活动的具体体现；

每一条线，对于塑造某种形象，有着很强的表现力和鲜明的形象特征、风格和情调。中国画用笔的特点，是

以“线”作为它的主要构成。“线”具有表现事物内在本质的功能与独立的美学价值。因此，如何用笔用线，

是画好中国山水小品的关键问题。墨可表现比较复杂的颜色和光线以及山石、树木等物体的不同体感、量感、

质感、远近等感觉，用墨历来为画家所重视。

中国山水小品画的着色有其特点：一是色彩单纯，清新明快。一般着色多从物象固有的本色出发，不太

计较光的影响和变化。二是喜用对比强烈的原色。一般以石绿点出一片片春意，以朱砂点出一丛丛秋林，中

国人习惯以红、黄、蓝、白、黑为“五原色”，其中以黑与白为主色。“黑白分明”对比强烈。三是具有强

烈的主观色彩。如竹子叶是绿色，中国画家却用墨将叶画成黑色，甚至用朱砂色画竹，即所谓朱竹。这种着

色方法，充分体现了画家的主观情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四是“计白当黑”水和天一般不着色，借用纸的

空白来表现，空白含有丰富的内容。

中国传统绘画向来注重布局、章法、经营位置。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画家探索出一系列构图的规

律和格式，如有“由”字形、“甲”字形、“申”字形、“须”字形、“则”字形、“之”字形、“门”字形等。

要画好山水小品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总结并不断发展。

对于初学者来说，应着重于对各种技法的研习，从中找到规律性和适应于自己并可操作的途径来，最终

灵活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去。以下我将结合自己的艺术创作和教学心得介绍中国写意山水小品画的基本

规律和技法。希望读者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进步，创作出新颖、感人的佳作来。由于我自身水平有限，出

现谬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王继平  于乙酉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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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技  法 

山水小品涉及最多的因素为树木、山石、云水、配景和构图，这些因素有多种表现技法，本册山水小品基本

技法仅介绍最常见的技法，初学者掌握此法后就不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了。

石的画法

所谓“石分三面”就是表现石块的凹凸阴阳，画出石块的立

体感。画石分勾、皴、擦、染几个阶段。（见左图）

勾  是勾勒山石的轮廓。由于山石形质的不同，在勾描山石

轮廓时，用笔画线要有变化。用中锋或稍侧的笔锋画石块的轮廓，

笔头水分不要多。

皴  是运用不同线、面、点的皴笔，增强山石的质感和立体

感。皴笔可中锋、侧锋兼用，笔头水分不宜多。

擦  是为了增加虚实关系和整体感。使整个山石峰体浑厚。

擦，是在皴后待画面已干，在山石墨色不足之处干擦。可多遍进

行，直到效果理想为止。

染  其目的是增加山石丰润华滋感觉。染是在皴擦之后，以

淡墨或颜色罩染 (或草染 )，染时笔中的水分要足，要用大笔染。

以上方法步骤，仅为常规方法，可勾皴并用，皴擦并施，灵

活交错运用。

树的画法

树由干、枝、叶组成，学画树，应

从一株树入手，掌握了一株树的规律和画

法，就不难举一反三地画出几株或成片的

树了。（见右图）

画的顺序，一般是先立干、再分枝，

然后点叶。

立干  应注意树枝的前后穿插和阴阳

向背。画枝干的轮廓线不要一笔到底，生

枝处、交叉处要预留位置。立枝干多以中

锋为主，侧锋辅之，以使枝干圆劲挺健；

也可用逆锋，以表现老树毛辣苍劲的质感。

分枝  画树枝最难的是穿插与疏密，

既要变化丰富，又要活而不乱。树枝交叉

的最小单位是三根枝条，落笔由主枝上生

出小枝，小枝上再生出小枝，层层生发，

要充分运用不等边三角形来组织枝条结

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树枝的疏密关系，

要疏密有致，密而不乱。画树枝宜用中锋，

以表现枝条的挺拔圆劲和弹性。运笔应笔

笔送到，忌挑、甩、滑、滞。

点叶  点叶顺序一般宜逐枝干点起，

向外展开。先点近，后点远的；先点浓墨，

后点淡墨。点叶要有疏密，一簇簇叶的外

轮廓妙在参差不齐，要叶叶着枝又不着枝，

点枝的每一个单元自成节奏，一枝、一树

也要自成章节，富有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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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字形田字形

门字形

之字形

云水、泉瀑画法

云水画法 画云和水最常用的

是喻云法或喻水法，既不勾，也不染，

借山势的定向与坡岸的曲折，使人感

觉云和水的存在。 （ ）

泉瀑画法   画泉瀑要注意水源

与水口。源头深远者则泉瀑大；源头

浅者，则泉瀑小。水口处多有乱石散

置，水流分开，从石中激泻而下，形

态变化多样，画水口应注意层次高低，

水流宽窄等变化，忌水口形状雷同。

泉瀑较长的，可用云或山石、树木遮

挡。画几条水流同时泻下的泉瀑，或

有几个层次的叠泉时，更应注意阔狭、

长短的变化，以免雷同。

“门”字形即画面左右均有物象排列，似“门”字，有庄重、对称感。 
构图格式千变万化，以上仅是其中部分。应根据题材、立意选择使用，并不断总结、创新和发展。

由字形

则字形

甲字形

须字形

配景法

山水小品中，除了以山石、树木、云水以外，还常常点缀一些

其他景物。如房舍、舟桥等，称为配景。它具有丰富画面，增加情趣，

有时还可收到画龙点睛之作用。配景时应注意三点：一是宜简不宜

繁。物象造型要简，只须勾出大体轮廓。二是要合乎情理。造像要

符合客观实际，不能生编硬造。三是配景应与画面整体协调统一。

包括用笔的风格，用线的粗细、比例的大小等。（ ）

构  图

山水小品常用的构图格式有：（ ）

“之”字形 即画面物象其势屈曲排列组合，似“之”字， 

又称“S”型。

“田”字形 即满画面构图，具有现代感。

“甲”字形 主要物象在画面上部，下部空或虚，有压抑感。    

“由”字形　主要物象在画面下部，上部空或虚，有稳定感。

“须”字形 主要物象偏右占面积大，左面轻虚或分量偏小。

“则”字形 主要物象偏左占面积大，右面轻虚或分量偏小。

“申”字形 主要物象在画面中部，上下部轻虚或空白 ,有四平

八稳之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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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以一棵树为单位元素根据构图的要

求，高低错落、疏密布局，构成画面基本格局。

 

步骤二：在树构成格局的基础上，添加房屋、

小桥，并以山石穿插连接画面，注意气势、云气和

空白的处理。

步骤三：先以赭石色画屋顶、小桥，并草染树

梢山石尖部。

步骤四：用花青加藤黄，略添加少许赭石调出

草绿色染树林和山石。

山居图 (45cm×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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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用排刷笔以花青略加少许淡墨，画远山、云雾、并罩染山石下部，调整整幅画面

关系，最后落款，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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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 先以树木、山石画近景，注意树、

石的高低错落和疏密处理，同时也需考虑画面边角

的处理。

步骤二： 继续以树木、山石画中景，注意山体

大小和聚散关系，特别要考虑泉瀑、云水的经营，

恰当留出空白，在近景山体部分画房屋并增画树木、               

山石。 

高山仰止 (52cm×1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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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先以赭石草染树梢和山石顶部。再以花

青色加少许淡墨，用大笔染山体下部，用小笔点染树

叶，注意“空白”处理，使泉瀑、云水形象凸显出来。

步骤四： 以花青画远山，调草绿色罩染山体中部，

通过着色和墨色进一步调整统一画面整体关系，最后

题款、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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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先画前景山石和树木，注意山石大小的搭

配。

步骤二：画中景部分的树木和山石，充分考虑泉瀑、

云水位置的空留。

步骤三：画泉瀑内的散石，用皴、擦手段增强山体

质感、体积和云水效果。

步骤四：用赭石色染树梢和山石顶部，以花青染山

体下部，再用花青加少许藤黄调草绿画山体中部，注意

大块空白的处理。

山静水声幽 (65cm×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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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用大排刷笔蘸花青略加淡墨画远山，用笔要简洁概括，最后题款、盖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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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欣赏

山高水长

68cm×1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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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山村

38cm×45cm

山 泉

38cm×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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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染农家

26cm×58cm

水乡小景

26cm×5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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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石上流  

38cm×45cm

小品 

38cm×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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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时觉白云飞

  54cm×1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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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流水人家   60cm×220cm

空山新雨 

 40cm×40cm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