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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第一章

风景速写概述

学习要点
及目标

1．通过中外历史上风景作品的风格演变，了解人们对自然的态

度、认识和理解，以及主观、客观表现的相关理念；

2．风景速写在当今艺术专业学习的重要性。

本章详细地阐述了风景的要素、人与自然的情感关联、人对自然的

心理依赖和抒发欲求。同时，也解析了西方风景绘画从较为主观的模

拟，到追求客观、科学的探索，尔后又到强烈的主观色彩表现的整个过

程中，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风格多异的画作。中国古人对待自然以“天

人合一”为循序的终极。他们力图在自然与画面的意境中，寻觅自己

的心灵和精神支撑。所以，画面虚拟的象征性、写意性占据了主导。

正是在这漫长广阔的时间长河中，给我们这些后人留下来丰富的

艺术奇葩，使我们在风景绘画方面，在技法、风格及精神层面上有序

可循。不同的历史年代会产生不同基调的绘画，在研究、分析、学习的

过程中，要有清晰的认识，从中汲取精华，也逐渐能够形成适合自己的

方法。

风景速写作品从绘画的精神层面上更趋向于意向特征。简洁、直

接的表现形式会毫无掩饰地把作者的内心情绪、文化品位、性情特质表

露无遗（图 1-1）。所以，在游弋于大自然之中速写时，心境的修炼始终

伴随，这对于当代人的一些浮躁来讲，也许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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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山之花 /赵维平

第一节　风景的基本要素

人类生存在一个广阔的天地之间，大自然用她那宽容的双臂，呵护着世代繁衍的人们生

生息息。亿万年鬼斧神工的风雷云雨，给我们造就了一个神奇瑰丽的家园，展现出千姿百态

的大风景。风景速写就是以风景为题材的一种快速写生活动。

风景速写是将自然界中的所见所感快速、简要地表现出来的一种绘画形式。所谓风景，

实质上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由山水景物和某些自然或人文现象构成的足以引起人们审

美与欣赏的景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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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和图 1-3 显示出娴熟的绘画基础能力，同时也不失为好的艺术作品。 
景物和风景意识是构成风景的两个基本要素。景物是构成风景画的客观因素、基本素

材，是具有独立欣赏价值的风景素材，包括山、水、植物、动物、空气、光、建筑以及雕塑碑刻、

胜迹遗址等。风景意识是构成风景画的活跃因素、主观反映，是人对景物的体察、鉴别和感

受的能力，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联想、心理等。 

图 1-2　平湖 /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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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山影 /赵维华

第二节　中西方风景画意识

风景速写承载了人类渴望再现美好对象的理想，厚厚的美术史记录了人们孜孜以求的

足迹。这种独立形式的确立，是欧洲 18 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这以前，速写只是画家创作的准

备阶段和记录手段。

随着人类探索自然进程的深入，印象派画家结合自然科学对色彩与光线变化研究得出

的规律，运用了更为客观地再现色彩的方法，使风景画焕发出了耀眼的光彩。图 1-4 和图 1-5
为印象派画家莫奈的作品。此后，后印象派、野兽派等美术流派又在强调主观色彩表现方面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风景画的风格变化见证了人类逐步探索色彩规律的历程。

图 1-4 　草垛 /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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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莲 /莫奈

在西方风景画的发展中，很明显的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对自然及其细节的科学认识过程，

且人们曾经世世代代为此不遗余力地探求。文艺复兴时期是人们在艺术上征服真实的时期。

艺术家们在自然科学——透视学、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透视法和明暗法。这一法则的

运用使绘画作品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忠实于自然的特点。

科尔斯特的《街景》（图 1-6）在光线、明暗方面做到了极致，每一个色区的色度、亮度

都客观、准确。莫奈的《午后》（图 1-7）整体色调透明，远近光色的空间透视感极强。给人

以清新、湿润的气息。

在西方人眼中，大自然不具有生命意义，而只是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生和人生的意义不

源于生命自然，而是来自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冥冥上帝。西方现代哲学发展起来后，人们

把注意力转向了自己。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西方人的宇宙观是‘人与物、心与境’的对

立对视或‘思戡天役物’，伸张人类的权力意志。”（宗白华《美学散步》）基于这样的哲学观，

西方人对待自然的审美态度走向了两个极端：或认为美是客观的属性，或认为只有把自己

的精神转移到自然中才有美。

因此，西方绘画走的是以科学（自然科学）为依托的路。其画面特别注重实体，以及

形式的数量关系，如对称、均衡、节奏、比例等，因而西方自然而然地展现出相对更写实的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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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街景 /科尔斯特

图 1-7 　午后 /莫奈

19 世纪后半期，人们转向了对光、色的研究，同时，摄影术的发明和运用引起了印象主

义的革命，人们开始倾注于捕捉自然中瞬间光色的变化。（《现代中国绘画中的自然》，第



风景速写006

327 页）这场变革同样是在自然科学——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和心理学的

新发展使 20 世纪成为现代艺术发展的新天地，艺术向表现自我主观精神的方向发展，人的

个性赋予自然以艺术美。

英国美术史家罗杰 · 弗莱说：“从一种角度看，整个美术史可以概括为对外貌逐步发现

的历史”；“甚至是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到 19 世纪才完善了这种发现。”贡布里希也说：“在

西方传统中，绘画实际上一直是被人们作为一门科学来追求的。” 19 世纪中叶后，光学原理

被运用到绘画中，大自然中一切物体的色彩都是光照的结果，光成为绘画的主人，对光色的

追求成为绘画的主要目的。印象派由此而生。

印象派认为户外观察到的自然“不是具备自身色彩的一个一个物体，而是在我们的眼

睛里——实际是在我们的头脑里——调和在一起的那些颜色所形成的一片明亮的混合色”。

（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第 288 页）从此，西方绘画史开始了追求色彩的光辉历程。

因而西方的风景画是在主客统一中侧重于客体的，它不像中国山水画那样宁静、和美、

富有情趣。尤其是印象主义画家充满阳光和空气感的风景画，简直是对自然元素和感觉力

的解剖，西涅克的《风景》（图 1-8）以点彩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特征。中西方绘画这种完全

不同的审美趋向，正反映了中西文化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图 1-8 　风景 /西涅克

中国风景画即“山水画”，自唐宋以后就在中国美术史上独占鳌头，成为绘画的主流，其

地位、成就、影响是任何画种都不可比拟的。现遗存下来的历代优秀山水画繁多，是我国民

族艺术宝库中重要的一部分。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图 1-9）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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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认为，男子在年轻时，必

定有一次壮游，在评论司马迁时称其“行天

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

其文疏宕颇有奇气也”。还有“读无字之书，

禀山川豪气”，从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等说法。这些都说明，作

为一个文化人，必须到广阔的自然和人文环

境中，敞开胸怀，领略、感悟其中蕴藏着的和

人们心灵深处相吻合、相呼应的情感层面

特征。

古代中国的人们在生存环境中发展出了

一种男耕女织、田园式的农业文化。人在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中，体验宇宙圆满的秩序，从

而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使得中国

人与自然界山川草木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产

生了深厚的感情。因此，有“天人合一，万古

不移”之说。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儒道互补”

的文化。“儒道”两家对待自然的态度体现

出农业文化的自然观，两家的审美观也代表

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审美价值趋向。由于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国发展出了“写意

性”的艺术。“写意”的艺术要求“写象以

尽意”。“象”来源于自然，“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便是“取象立意”的途径。在这里，

“造化”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天地自然，属于宇

宙观的概念。 
中国画讲究“天人合一、心有万象、天马行空”的创作方法和心态，并使其带有诗的

韵律，“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为作画的最高境界。元代孙君泽的画作就充分体现了

这一点（图 1-10）。
在西方“天人相对”的自然观中，自然主要是指与人工相对的自然本性，是物质的实体。

“写实”的艺术就是对这种自然本性摹仿的结果。以古希腊、古罗马为发源地的西方文化是

一种海洋文化。它以人类为宇宙的中心，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

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改造自然，不断深化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然后又凭借这种认识去加深

实践。

因而，西方人眼中的大自然是由具体事物构成的，是一个实体的世界，人与自然处于一

种对立关系中。

东西方的地域差异导致东西方文化和文化心理的差异。风景速写也是一个观察、对比

图 1-9　溪山行旅图 /范宽　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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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不同之处的切入点。它有助于学生理解当今设计领域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传播问题，

并且有助于学生利用这种差异。

图 1-10　山水人物 /孙君泽　元

艺术教学一定要关注当代艺术的发展，很多当代艺术作品运用摄影、装饰等手段来表现

自己的观念，逐渐地，风景画也逐渐转化成一种风景意识，被广泛应用于建筑、产品、广告等

诸多设计领域。虽然风景画的呈现形式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不管是这些当代艺

术作品还是各种设计作品，都依然反映人们对大自然的向往、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以及对自

身审美理想的诉求。

第三节　风景写生的认识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是佛禅界在认知事物时的辩证关系。即

“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

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只是这山这水，看在眼里，已有另一种内涵在内了。”如图 1-11 所示

为明代沈周的《山水》。

在艺术规律中也有相同之处，在事物不同的层面上，可以感受到丰富的思维空间。在

此基础上艺术修养的提升，是决定艺术作品潜力、品位、高度的最高境界。这不是一时能

够达到的，需要人们长期甚至一生来潜心追求。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及早地、明白地去认

知、行动。



第一章  风景速写概述 009

图 1-11　山水 /沈周　明

风景速写课程是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如何认识本课程的作用及过程，在课程实

施中怎样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专业进展，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艺术教育中的写生，

最为重要的作用还不是单纯地绘画技能的提高。首先要把自己置于自然中去感悟，从大自

然的气息中汲取灵魂的营养，呼唤心灵的回声。

不论是西方绘画的历程，还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都伴随对自然的认识、探究，对主客

观事物的求真。同时，在表现方法上，也是在不断地适用于绘画的精神。

在艺术教育采风、写生课程中，要实现几个目的：艺术修养、情操的提升；对大自然、对

生活的热爱；观察、判断及表现能力的完善、提高；艺术风格的形成。这几件事是需要用一

生的实践来完成的。图 1-12 和图 1-13 是我们在实习写生课程中完成的作品，反映出作者对

大自然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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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叠峰 /赵维平

图 1-13　石 /田志

本章
小结

在每一门功课学习之前，必须要清楚地了解它的基本概念和重要的发展梗

概，特殊的发展阶段以及重要作品。

艺术学习有非常直观的方面，也有深层次探索的方面。直观的方面我们要

敏锐地快速了解，从相关的资料、作品中得到形象化的引领，这样就可以迅速入

手，掌握工具、技巧，从而进入实际创作训练。艺术修养等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