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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窦凤至艺术风格的形成
1958 年窦凤至出生于山东青岛，毕业于山东纺织工学院实

用美术专业。1990 年后，窦凤至两次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油

画专业，打下了坚实的绘画造型基础。为了更高的艺术追求，
2002 年冬，43 岁的窦至凤放弃了在国内优越的教师工作和生

活，选择去俄罗斯留学。

留学期间，窦至凤先后就读于列宾美术学院梅尔尼科夫工作
室、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造型艺术系油画专业，受教于梅尔尼

科夫、彼籍柯夫、库斯米乔夫、利特维诺夫等大师，并以优

异的成绩获得了列宾美术学院专家称号。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
窦凤至在解剖学、透视学、构图学和造型色彩学上都形成了严

谨科学的理念，他通过大量的写生作品来表现结构构成的关系，

强调构图的合理性和形式感。在各种绘画中，窦凤至对水彩绘
画颇具潜力，受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影响，他对“水”的理

解和运用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使他的水彩画有很高的造诣[1]。

五年的留学生涯，窦凤至回国后，受聘于青岛大学美术学院，
并主持水彩画第二工作室的工作，该工作室主要研究水彩画意向

表现与形式语言。在多年的教学中，窦凤至痴迷于对构成和形式

语言的研究，绘画风格从写实逐渐走向表现意向。他在其艺术追
求上不断探索和研究，水彩绘画创作面目一新。

2　窦凤至水彩艺术风格的特点

2.1 水起愠色，意在光景
窦凤至的水彩作品大多是写生，即使是一朵微小的花卉，都

会细心琢磨，从状物写实继而精神升华。

在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学习时，窦凤至钟情于花卉的表现，
他描绘的花卉多是逆光的角度。窦凤至说：“水彩有着特殊的偶然

性，花在光照下会有很多变化，而逆光下的光点和花卉交织出如

流光般的光影效果，这是我所想捕捉表现的感觉。”

图 1   《花屋》

作品《花屋》（图 1）,窦凤至利用窗外投射的逆向光来描
绘室内群花的场景。屋内花盆排放有序，高低有致，着重刻画远

处光源下的繁花，使其近处晕染的色彩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和窗

外颜色相互呼应，画面逆光透亮，色彩缤纷，引人入胜。画面中
不仅有西方艺术的构成要素，还融入了浓重的中国水墨意境，以

大笔晕染，融汇贯通地将中西艺术文化融于一体，美不胜收。

2.2 点线交织，勾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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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窦凤至是当代的水彩画家，他的艺术之路由油画起步，后从事水彩画创作学习。大学毕业后先后两次进入中央美术学
院进修油画专业，又于2002年去俄罗斯留学，他接触了西方绘画严谨的造型观念，并精通西方艺术的造型构成。窦凤至将西方艺术
与中华文化融合，成为中西方艺术融汇贯通的践行者，是当代水彩艺术探索和实践者，他在创作思想，理念，技法中不断前行，一
直走在水彩艺术创新和改革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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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凤至对于风景的偏爱，体现在从青岛独具特色的红瓦绿树
到碧海蓝天的港口，再至俄罗斯大雪皑皑后街边乡土的情境，

他总能细细琢磨，描绘出景中特有的风情。在绘画语言上，他

擅长运用点、线、面对比来表现画面构成感。

图1.1   《八大关花石楼》

作品《八大关花石楼》（图 1 . 1 ）中，窦凤至描绘了冬
季的海边景象，凄冷却不失生机。画面中远处雪后的大海和天

空的变化上运用了色彩中的互补色，天空的暖，水的冷。前面

两棵树以简练的方式提炼出形态，线 、点交织，组织出画面，
使之偏于设计感，彰显出当代性水彩风景的特征。

2.3 色彩高雅，形式丰富

当代性绘画语言不仅在于窦凤至对于构成形式的理解，也在
于他对色彩表现的运用。窦凤至善于用高级灰色调将冷暖色块相

互碰撞，增强了形式感，也让画面的绘画语言高雅别致。如在人

体创作《白夜系列》（图1.2），画面中描绘了一个背对着我们的女
人人体。他将人体上肢结构拉长，臀部加宽，人物头部自然扭动，

形成了人体结构的运动感。马的处理上运用雕塑般的表现手法，

远山与天空运用面积对比和色彩互补，表现出绘画节奏和形式语
言上相互呼应，整幅绘画运用高级灰的色块，进行对比，彰显出

了色彩与形式结构的和谐。

图 1.2    《白夜系列》

2.4 异幻图像，意境深远

对于绘画语言的探索，窦凤至没有停下脚步，他在水彩风景

画写生中已不是简单的日常视觉物像表现，窦凤至将自身情感注
入在水彩画语言上，在逐步揭示隐藏于物质内部的抽象结构中，

近而突出图式的创新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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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海港之夜》                             图1.4《帆之都》

2 0 0 9 年，窦凤至作品《海港之夜》（图 1 . 3 ），荣获第
九届全国水彩、粉画展优秀奖。窦凤至以简约的形式提炼现实

中的建筑物象，倾斜重构变形，以点线面元素进行构成穿插，

强调形式语言表达。色彩表现以红黑蓝白进行色块间的碰撞，
加入材料增强肌理，使绘画视觉冲击力强，表现了幽静恍惚的

城市飘浮在天海间。

2014 年，窦凤至以青岛老城建筑为元素创作了《帆之都》
（图 1 . 4），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青岛是中国的帆船之都，

在作品中加入帆船元素和建筑进行重叠翻转，构成画面的图形布

局，运用线条穿插使画面充满形式与构成。作品突出水彩画图
式语言的表达与创新。

窦凤至的水彩作品题材多样：水色潇洒的花卉，意趣典雅

的人物水波不兴的港湾，浑厚有力的创作等，形成了自己形式
构成的表现风格，这种风格既源于现实主义传统绘画的严谨，

又受到东方古国神秘意境的影响，给观者带来无限地遐想，凸

显了现代绘画审美情趣的风格和特点。窦凤至虽提倡写生，却

遍千山万水，亲自尝尽千百种花草，修订编写了著名的医药著

作叫《本草纲目》。同时还了解了更多的古代名医，如扁鹊治

病的故事。

3.2 草之名，学念诵

教师采用示范教学法，引导幼儿来阅读中药绘本《神奇的

小草》在其中会学到各种中药的名字，如“藿香”“五味子”

“黄芪”“党参”“杏仁”“川芎”等。在念诵后，教师

让幼儿来观察其外形，说出不同草药的颜色。先自己来制作一

种草药标签，并对应放在草药前面，同时引导幼儿来观察草

药，闻闻气味、看看形状颜色。能逐渐认识各种草药。教师

在打乱顺序的情况下，能将草药和名称一一对应按顺序摆放。

还有的孩子拔起一种植物追着老师问这是不是中草药，叫啥名字

等等。经过多次的积累，幼儿对草药的积累有了数量的变化。

4 　游戏甜甜，植物结趣——体验游戏中的“融趣”

植物不仅可以美化环境，更可以带给我们生活美好的装饰。

教师可以在视频中展示：琥珀蜜蜡、红珊瑚、小叶紫檀等多种

植物做成的名贵珠宝，让幼儿感悟到植物的价值。同时教师更

可以引导幼儿来自己玩植物游戏，体验植物的美。

4.1 植物首饰，美在咫尺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强调：“幼儿的学习是以

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幼儿最有效

的学习就是通过动手操作、用眼睛看、双手触摸、耳朵听来获

得经验。于是，教师需要为幼儿提供学习平台，将植物材料科

学投放到幼儿的各个区域游戏里，让幼儿对植物进一步探究。

例如在艺术区里，搜集多种可进行装饰的美丽植物，教师引导

幼儿用白兰花做成了漂亮的花环和手环，幼儿自己将花环戴在头

上，不仅提高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还增添了幼儿的生活童趣。

4.2 中药香囊，祈福融爱

教师除了带领幼儿做首饰，还可以带领幼儿再来制作植物香

囊。让幼儿寻找生活中带香味的植物，例如：桂花、茉莉花、

栀子花、薄荷等。孩子们小心翼翼剪裁下家中闲置衣物布料，

还有的带来了奶奶给自己做好的香囊袋。做香囊中，孩子们懂

得了植物的多元作用与价值，拓展了幼儿对植物的认知。

亲近植物，了解植物，应用植物，让幼儿在植物之旅中获

得了“拔节成长”。幼儿在积累丰富的知识中，自己对植物的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也有了渐变。自己懂得了植物让自己的生命

得到了养护，植物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更有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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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艺术中的纯粹写实不同，他对物象形体概括、提炼，大

胆创作图示表现与构成，使物与物之间表达升华。他的水彩作

品中，画面色彩高贵典雅，呈现一种淡淡的忧思和神秘的梦幻。窦
凤至对构成和形式语言的研究，点线面的重构结合，错位层叠的

元素创作，绘画风格从写实逐渐走向表现意向，将当代艺术思维

和构成形式融入水彩创作中，推动水彩艺术由现实物象表现到思
想意识表达的转变，继而达到精神升华。窦凤至的上下求索使其

画作更具时代特征和审美价值，进而探究人对生活、对艺术的关

注，是时代和精神的融合[2]。
3　结语

从舶来品到融合成赋有中华民族特色，水彩画的研究发展之

路走了百余年，无数艺术家为其献身，努力。而窦凤至在历史
潮流中依旧满怀赤子之心，不断创新发展水彩画表现。他的作

品既包含中国水墨酣畅的形式美，又不乏西方艺术中的构成要

素，他对物象形体的概括、提炼，大胆创作，使物与物在表
现和构成上高雅别致。他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将状物写实继

而精神升华，使时代与精神融合，创作出独有的水彩绘画语

言，让水彩在继承传统、融合创新上更具有时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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