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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寿祥水彩画中的空间构成 
黄昱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刘寿祥作为当代中国著名水彩画家，其水彩艺术表现力典雅和谐、沉稳大气，在国内水彩画中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在刘寿祥的水彩画作品中，无论是静物系列作品还是风景系列作品，看似是在对客观物象进行真实的再现，实则是在客观物象所处

的空间维度中，对光色影响下的现实空间中的物象之间进行构成关系的深层思考与表现。本文从刘寿祥的静物和风景系列作品进行

分析，对其作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构成要素上的运用层面，以及从传统写实到现代主义的空间表现层面为角度出发，从画面中空间

的构建、秩序的表达、层次的呈现这三个角度对刘寿祥水彩画中的空间构成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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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构成的含义 

刘寿祥作为中国百年水彩发展史中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打破

了传统水彩的固有表现形式。无论是静物系列作品还是风景系列作

品，都能让人感受到刘寿祥在水彩画创作中娴熟的技巧、严谨的造

型、现代的空间构成形式和细腻的情感。在对于物象形体上的把控

以及对于质感的表达上，更是将陶罐的敦厚、结实和鲜果的生动鲜

活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者能够感受到画面之中表现出的正大恢

弘，高雅不俗的画境。从刘寿祥创作的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现代

空间构成要素在其创作之中的运用。空间是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

形式；是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联想环境；空间是靠人的

知觉方式来进行感知。而在当代绘画中，艺术来源于自然空间和生

活之中，对客观物象细致观察后的思考及感受。但绘画自一开始就

不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摹写，而是根据客观物象所处在的空间进行主

观分析处理，将描绘的空间以及其中的物象进行总结归纳后，在图

形和色块进行排列上的处理，以此来构成画面之中的疏密之间的节

奏关系。正如达·芬奇所说的：“绘画是一门绝妙的科学，因为他

的点、线、面、体的流动过程，反映了一切自然现象的构造和运动

的持续性。”1 在刘寿祥的水彩风景系列作品中，由远到近、从虚到

实，每个层次的景物之间都穿插着点、线、面三者间的疏密联系，

画面之中巧妙的空间构成使得作品在空间关系上的表达会有层层

递进的感受，同时作品也会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2 刘寿祥水彩画中的空间构成 

刘寿祥老师追求现代构成要素在画面上的运用，在传统与现代

之间做着有益的探索。2 刘寿祥水彩画中对于空间构成的绘画创作

研究，从传统现实主义绘画中的表现现实到现代主义的空间表现上

进行入手，通过对于画面之中空间的构建、秩序的表达、层次的呈

现来进行研究和创作。 

2.1 空间的构建 

空间这个概念从宏观上来看是无限的，但是从微观上来说空间

的组成离不开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在刘寿祥的系列绘画创作的作

品中，不难看出刘寿祥在对于画面之中的空间构成处理上独具匠

心、巧妙设计。如刘寿祥的静物系列作品之一《黑色陶罐与鲜果》

（图 1），整张画面的主要内容是由陶罐、桌布、桌布上的鲜果这几

个物象所构成，而陶罐处于画面中较为突出的位置，在对于衬布的

摆放处理上，将大块衬布摆放于黑色陶罐前形成遮挡关系后，再借

以台面和衬布前后所形成的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将画面之中的前

后空间关系进行构建，鲜果看似摆放无序，实则是根据画面中的空

间构成需要进行摆放，形成了一个横向和纵向的空间构成关系。别

出心裁的是刘寿祥在对于衬布和对陶罐投影上的处理手法，将横向

的衬布投影与纵向的陶罐投影相交错，对画面之中物象所营造的空

间相呼应，使得画面中的空间更加合理和稳定。通过对刘寿祥的作

品《黑色陶罐与鲜果》（图 1）中物象的形态研究，椭圆形的黑色陶

罐、五棱明显的红色蛇果、圆球形的石榴，将这些静物组合在同一

个空间之中，通过物体间外形的变化，外形上的矛盾冲突对比，大

体积的陶罐和小体量的鲜果在空间构成上所营造出视觉上由大到

小的变化，在矛盾与冲突之中构建出了一个稳定空间，同时也不失

秩序感。 

 
图 1 刘寿祥《黑色陶罐与鲜果》 

2.2 秩序的表达 

刘寿祥的水彩画作品不局限于表现写生内容，也不是简单的对

视觉进行引导从而去表现空间感，而是将画面之中物象的位置进行

“经营”。在对刘寿祥静物系列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刘寿祥静

物系列作品中对于静物摆放位置的匠心设计，是对于秩序的表达，

也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对于物体在画面之中所占区域的大小以及位

置尤为考究，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内容和技巧是相辅

相成的。二者缺了其一，就只能创作出毫无意义的作品和毫无意义

的构思。3 

例如在刘寿祥静物系列作品中的《有香蕉的静物》，画面之中

全都是日常所见的水果和衬布，香蕉、蛇果、石榴。从造型和色彩

上看，并没有脱离静物本身的外形特征以及色彩特征。但跳出局部，

纵观整张画面来进行研究分析能发现“秩序”这一词贯彻始终。画

面物体摆放以及衬布和木桌都是处于画面中间位置，但这样的构图

方式并没有让人觉得构图居中过于呆板。反而给人画面十分沉稳的

感觉，画面中的蛇果和石榴看似是圆圈式的随意摆放，但仔细研究

后可以发现每个鲜果的朝向方向都不同，丰富了画面之中的线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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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及画面内容。在创作过程中刘寿祥会先用马克笔进行打底，再

将整张画面铺上一层国画颜料作为画面的底色。待颜色干透后进行

冲洗，清洗是为了将画面中浮于表面的一层浮色洗掉，再用水彩颜

料对画面进一步塑造。因为水彩颜色通透的特性使得画面之中的鲜

果在饱有鲜活之感时也不失质感。画面中通过大块的红色和黑色的

色彩元素来进行描绘。相比较于衬布上的静物，衬布的明度和纯度

就降低了许多，而静物之间大块色彩的对比，同类静物间色彩关系

的变化，使得画面丰富的同时也不失沉稳。 

对于衬布上的细小花纹，刘寿祥并没有去进行细致入微的精细

描绘，而是将花纹和衬布褶皱所产生的转折，再由转折而产生的明

暗变化，以及透视上的细微变化去进行概括表现，以简释繁，不断

地把握画面中各部分之间的节奏关系，看似简单寥寥数笔，饱含着

质朴的精神和对于秩序的追求与探索。 

在画中，他感兴趣的并不是静物本身，而是这些静物元素建立

起来的一种稳定的画面结构秩序。4 作品所表现出的庄重、典雅、

大气是刘寿祥想表现出的视觉感受，对于画面内静物的摆放，衬布

和台面的取舍，光影的表达、空间的构建和秩序的表达这些要素贯

穿于画面之中。 

2.3 层次的呈现 

在刘寿祥的水彩风景画系列作品和静物系列作品中，可以感受

到画中空间内物象远近之间层次分明。相对于根据画家自身的审美

偏好来进行摆放的静物，自然风光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画面中，空

间的表现以及层次的表达都不能像静物一样，通过主观摆放的调整

来进行表现。对于景物的描绘不是对于客观景物的照抄；也不是把

所见之景搬移到画纸上，而是需要画家结合自身的艺术见解和艺术

修养来进行创作。在刘寿祥的风景系列创作中，对于不同题材上处

理手法上和表现方式上都各不相同。在自然之中的景物会随着光源

的强弱以及位置上的移动带来视角上的变化，在视觉感官上会使得

景物的面貌发生变化。不同时间段光色的变化，对于画家来说是影

响是非常大的。如何在呈现客观景象的远、中、近景之间层次的递

进关系的同时，并在纸上客观的去再现景象，对自然光色规律变化

在创作中的把握和认识，这是需要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反复进行观

察思考和研究的。 

在刘寿祥的风景系列作品，《印象亚平宁六》（图 2）画面中的

前后关系明确并且层次分明，通过纵横交错的沟壑来对远、中、近

景进行区分，画面中的地面主要用到黄褐色、黄绿色作为主色调进

行描绘，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是在对景物距离远近的描绘上，颜色

灰度的变化极其微妙。在不失统一色调和画面平衡的同时，对景物

特点的概括表达上十分简练且独到。远景看似是用简单色块进行概

括。面对于层层相叠的山坡和交杂的林木，这样复杂的景象在画家

绘画创作时无论割舍掉哪个部分，都会对使得画面失去原有的平

衡，失去一些原有的韵味。但在刘寿祥的画中，山坡之间层层相叠

也好，树木肆意生长毫无章法也罢，在刘寿祥的笔下景物仿佛都有

了秩序。在表现田间地头中田地沟壑纵横时，用简练的线条进行勾

画，看似简单的寥寥数笔的横线背后却蕴含着深意，通过线条的疏

密关系以及线条之间组合而成的透视关系，以此轻松而又简练的线

条表现出山坡的起伏之感。同时色块上的分割不是简单的平涂，而

是在把握好灰度和明度之间的变化关系之下，对画面中的前后空间

进行区分并表现。近景通过运用枯笔对树木和枯草进行描绘，运用

枯笔后漏出的底色在表现树木稀疏的同时也对表达出了树木与后

面背景之间的空间关系。 

 
图 2 刘寿祥《印象亚平宁六》 

3 对刘寿祥水彩画中空间构成的思考 

在刘寿祥的水彩画中，无论是水彩静物还是水彩风景，用色浑

厚且不脏、不闷、不乱；用笔沉稳、老练的同时，又不失活力，在

对画面空间中的构成形式和内容进行探究。因而不难看出刘寿祥以

系列画作向观者展现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的同时，对于空间要素上

的研究和探索从未停止。刘寿祥的水彩静物作品中，可以发掘出刘

寿祥在专注于创作的同时，目光也投向于对地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

思考。在色块的搭配上，他受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和楚国漆器的启

发，喜欢黑、红色块的搭配，在厚重有力的黑色衬布上，富有生机

的鲜红苹果或三五成群散落其间，或堆聚在一个果盘里，再铺以沉

稳雅致的灰色背景，构成了他《鲜果》系列静物画的主旋律。5 刘

寿祥在受到楚地漆器纹样和色彩影响的同时，也基于对于生活中静

物的思考，创作出了静物系列作品。在画面空间的构建上，在注重

构图的稳定时，寻求物体之间在空间内的平衡，也会思考画面中的

秩序。当看到刘寿祥的作品时，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平静感。感受到

了刘寿祥对于人生和艺术的理解与感受上是超然物外的，内心的艺

术土壤纤尘不染，极其纯净的背后囊括了清澄和淡雅。 

结论 

艺无止境，刘寿祥将生活作为艺术的一汪清泉，对于绘画对象

和场景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在对生活感悟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艺

术修养进行创作。他对水彩画创作的技法开拓创新，将形式与内容

相契合，为作品的精神内核表达服务，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从

刘寿祥水彩画中的空间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静物画还是

风景画，始终对于画面整体性的把握尤为突出，整体不是单调，而

是画面极其丰富的同时，对各要素之间平衡的掌控，是传统与现代、

是空间与秩序、是理性与感性的多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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