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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的渗透分析
张馨心

（佳木斯大学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　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对景观园林设计工作的标准、需求在逐渐增多。一方面，

在生态环保理念的影响下，人民群众对绿色化环境的需求欲望逐渐强烈。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化下，

对园林景观的视觉欣赏需求与日俱增。基于此，将水彩语言与园林景观设计表现工作进行深度融合，不仅可以满足市场客

源的需要。而且，可以全面优化园林景观的设计工作、表现方式，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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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彩语言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因此，符合现代

化景观园林设计表现工作的需求。行业内部相关人员应当与

时俱进的将水彩语言充分应用到景观园林设计工作中。通过

水彩语言中多元化的艺术表现手法，提高景观园林的艺术感、

色彩感。避免传统千篇一律的设计模式，对人民群众的园林

欣赏热情产生消极影响。本篇文章，对现阶段水彩语言的特

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此同时，对两者的渗透应用提出建议。

保证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中应用的规范性、科学性。

一、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渗透的概述

（一）水彩语言概述

水彩语言是以水彩为基础，从而衍生出的应用方法。在

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水彩语言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因此，

水彩语言形成多样性的基本技法。通过水彩语言的基本技法，

可以有效充盈景观园林设计表现工作理念、工作模式。通过

长期的观察与研究，可以将这些基本技法总结为以下几种：

第一，层涂。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通过色彩的层层叠加，

可以重点突出景观园林的层次性。与此同时，保证景观园林

色彩表达的通透性。以混合叠加的色彩效果，突出园林景观

层峦叠嶂的视觉冲击感。第二，罩色。在景观园林设计工作

中通过此类工艺的应用。帮助景观园林设计表现突出个性化

的特点，以大面积的着色，保证景观冷暖色调的和谐统一。

与此同时，通过枯色工艺的添加，提高整体色块的变化。避

免枯燥乏味的景观园林设计色彩，引起人民群众的审美疲劳

感。由此可见，通过水彩语言的渗透、应用，可以保证景观

园林设计、表现工作的规范性、合理性。在网络化、信息化

环境下，各种色彩语言的广泛传播，可以为景观园林设计提

供源源不断的工作思路。保证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营造积

极向上、色彩丰富的景观园林建设工作。

（二）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渗透的重要性

水彩语言本身具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应用体系，并且水彩

语言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系统的工作机制。与此同时，在

生态环保理念的倡导下，人民群众的艺术审美标准在逐步优

化。并且，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已经与网络形成紧密的联系，

各类色彩信息的传达使人民群众开拓自身的景观园林欣赏路

径。传统的景观园林设计工作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社会的审

美、发展需求。基于此，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的

渗透工作迫在眉睫。一方面，通过水彩语言多样性的表达手

法，丰富的园林景观设计、表现工作的整体思路。保证景观

园林设计表现工作中，各个部分色彩的协调性。另一方面，

通过水彩语言的广泛应用，可以创新优化景观园林的设计立

意构思工作。不仅可以使景观园林充分表达传统设计工作中

的形式美。又可以提高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的色彩渲染力。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角度，帮助景观园林设计提高自身的工作

质量、工作水平。激发人民群众对景观园林欣赏的共情。通

过简洁、通俗的色彩表达，提高人民群众对景观园林设计、

表现的理解力。

二、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渗透产生的积极影

响

（一）优化景观园林的表现特性

上述文章已经详细说明水彩语言的具体特点，因此在水

彩语言应用的过程中，可以帮助景观园林设计工作优化自身

表现特性。通过不同色彩的叠加、平铺、渲染，帮助园林景

观突出自身的色彩表现特点。一方面，在与景观园林设计工

作融合的过程中，通过水彩语言的使用可以降低对技术人员

的专业技能标准。提高整体水彩语言的应用效率与应用效果。

并且，水彩语言本身具有较强的透明性、流动性。在实际操

作的过程中，有效避免喧宾夺主。既可以重点突出景观园林

设计工作的立体美感，又可以提高景观园林色彩表现水准。

另一方面，水彩本身的表现力较强。将水彩语言与景观园林

设计表现工作进行融合，可以保证设计工作的协调性。提高

景观园林的自然美、灵动美，依靠丰富的色彩充分表达景观

意境。避免枯燥的色彩表达方式，阻碍景观园林发挥自身的

生态欣赏效果。

与此同时，水彩语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在景观园林设

计工作中的渗透，可以较好的适应设计理念的变化。并且，

由于景观园林设计风格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色彩语言的变换，

可以保证突出景观园林的现代、传统等风格。色彩语言区别

于其他形式的语言，在表达、应用的过程中接受力较强。整

体所需的设备简单，可以有效降低景观园林设计表现的工作

成本。

（二）突出景观园林美学构建

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工作中的渗透，可通过丰

富的工艺手法，重点突出景观的立体化、可视化。在实践的

过程中，避免景观园林过于平面化。不利于优化人民群众的

视觉，通过各种色彩的重叠、着色，保证景观园林色彩表现

的丰富性。并且，将水彩语言作为景观园林艺术表达的载体。

在工作的过程中，通过不同色彩的混搭，突出不同的情感表

达。与此同时，景观园林设计的工作人员在长期实践的过程

中，可以优化自身的审美情趣。帮助自身树立规范化、科学

化的美学构建思想，为景观园林设计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强化景观园林的立意构思

水彩语言可以通过不同色彩的应用，表达景观园林中不

同的设计情绪。因此，设计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以景观园

林的实际表现需要为基础，选择适宜的水彩表现手法，有效

充盈自身的立意构思内容。主要的工作流程可以概括为：立

意、起稿、着色。在景观园林的立意中，通过色彩的搭配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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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设计人员的创作灵感，保证设计画面色彩的和谐统一。在

起稿、着色过程中，保证景观园林局部与整体的统一性。帮

助设计人员优化景观园林的主体结构，通过适当的色彩留白，

可以引人无限遐想。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的语言色彩应用方

法，旨在引人入胜吸引观赏者的目光。

三、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的渗透策略

（一）保证园林景观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

在国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引导下，景观园林中水彩语言

应用的主要工作原则就是保证与区域内生态环境的和谐统

一。首先，保证景观园林整体布局与周围建筑物体、生态环

境的统一性。避免独树一帜的风格，对整体环境氛围感产生

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在设计工作中，水彩的语言的应用，

必须与周围生态环境的色彩感相协调。避免冲突性较强的色

彩，引起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不适。其次，在水彩语言

应用的过程中，必须注重整体原材料的环保性、可循环利用

性。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工作中，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最后，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中的渗透，必须以生态、绿色理

念为主。通过合理利用周围生态环境的景色，帮助景观园林

实现一体化的融入设计。

（二）保证景观园林的个性化特点

上述文章已经详细说明人民群众景观园林欣赏标准的提

升，因此只有充分利用色彩语言的独特性，帮助景观园林设

计、表现工作突出自身的个性化特点。旨在积极调动人民群

众景观园林欣赏的热情。一方面，依据景观园林设计区域内

的民俗文化特点、人民群众日常喜好，结合水彩语言的特色，

建立起系统的设计工作体系、表现工作体系。通过色彩语言、

园林结构，表达当地的民俗风情，营造亲切的氛围感。并且，

可以有效的突出个性化的景观园林设计工作诉求。另一方面，

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工作中，将水彩语言与区域内的光照

特色进行融合。充分利用光影效果，优化色彩的视觉效果。

依靠自然光，打造景观园林的独特感。并且，可以充分利用

现阶段人民群众对乡村、田野生活的向往。在景观园林设计

工作中，利用水彩语言加入乡野风情，优化现代化城市建设

结构。保证人民群众在景观园林欣赏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

生活需求。

（三）保证景观园林的意境美

意境是景观园林设计、表现工作的核心。通过水彩语言

的渗透，帮助景观园林呈现出情、景交融的工作特点。避免

园林景观的繁琐性，通过简单的水彩语言表达整体景观的情

绪。与此同时，帮助园林景观充分展现中国传统山水的秀美、

壮阔。依靠色彩语言，降低景观园林设计工作的综合难度，

减轻相关人员的工作压力。

结语

综上所述，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的渗透，是

优化景观视觉感受的重要手段。不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良

好的景观园林欣赏条件，而且可以为景观园林的发展注入新

的技术动力。上述文章从水彩语言在景观园林设计表现中的

渗透策略、积极影响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此同时，从立

意构思、美学构建、表达特性这三方面，对水彩语言的应用

优势进行详细研究。保证我国景观园林设计表现工作的创新

发展，拓宽水彩语言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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