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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山水中色彩的运用实践 
董心雨 

（河南师范大学） 

摘要：国画山水属于对自然进行临摹画作的代表，表达了画家对于大自然的欣赏之情，而其所形成的独特派别体系，使其可以
通过固有的色彩来对于山水景物进行表现，文章对国画山水之中应用色彩的模式进行分析，并对于国画山水之中色彩运用做简单描
述，讨论在国画山水应用色彩的文化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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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画在我国属于一种传统文化，其对于我国在绘画文化的发展

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国画之中有对于人的描绘，也有风景画，
且种类比较多。国画山水画主要是将大自然作为画作的主体，将高
山流水作为画作的载体，并且以色彩作为填充，为人们呈现出美好
的画面。 

1.国画山水之中运用色彩的发展历史 
在绘画之中对于色彩的运用早期出现在对于陶器的制作以及

岩壁彩绘等方面，其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彩陶的纹
样以及岩壁的绘画之中都涉及到了色彩的应用，其应用对于整个历
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直到发展到南北朝时期时，在古典绘画
与色彩的运用等方面都得到了完善，相应技术也趋向成熟。但是水
墨画的兴起，也导致色彩的运用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限制，而在一
段时间之后，发展成了我国主流的绘画形式。而到了隋唐时期，政
治文化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绚烂的山水画逐渐将水墨
画的地位取代。从唐朝中期开始，在山水画上的风格也在不断发生
改变，对于墨的比重有所提升，实现水墨山水与青绿山水的共同发
展。 

2.古代思想对于山水画色彩运用上的影响 
进行国画创作的时候讲究的是融合意境，由于古代文化思想对

于山水画在色彩上的运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相比下较为明显的
是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两种思想对于山水画都有色彩的运用都有明
显的影响。道家追求的境界是天人合一，而主要强调的是在自然界
悟道的真谛，在山水画作上有着无色而五色成的理念，也是道家之
中无为思想的体现。佛教并不是我国本土教派，但是对我国传统思
想的影响非常之大，在绘画创作上也有着影响。比如敦煌壁画也收
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其相关内容都是出自于佛教故事，在运用色彩
上主要强调的是审美上的效果，并且采用更加绚丽的色彩来进行装
饰，主要是将白，黑，赤，黄与青作为主色，显得画作动静结合，
有着独特意境。 

3.在主流山水画作之中色彩应用 
3.1 青山绿水 
这种画作主要是将石绿和矿物质石青作为主色的山水画，主要

是大青绿与小青绿，大青绿的主要特点是色彩浓重，具有较强的装
饰性，小青绿就是在水墨淡彩之上波罩青绿，且将画家对于色彩表
达的重视有所体现。 

3.2 水墨山水 
结合国画之中山水画发展历史以及演变过程，其有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是主流形式，对于我国画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画家遵
循的是：运墨而五色具的理念，主要认为墨色有五色表现，将淡彩
作为辅助，而其强调的是对于画作的墨韵进行强调，在这种理念之
下，大部分的绘画在创作的过程之中注重的是对于文人艺术情境和
思想意境进行体现。 

3.3 国画山水色彩在运用上的鉴赏 
我国国画的色彩主要是植物色、矿物色以及动物色，在矿物色

撒花姑娘不透明，所以在石色上不能很好的融汇，所以通常采取的
是单色平涂的方法，而在植物色与动物色上是透明的，其作为石色
的底色，来实现渲染效果。比较出名的包括张大千的作品《巫峡清

歘秋》，颜色应用深浅不同的方式来将层次体现 来，不对于轮廓进
行勾画。 

4.在国画山水中对于色彩的借鉴创新以及现代化的发展 
运用绘画工具，对于色彩进行承载，在色彩发展的初级阶段，

人类往往将岩壁作为主要的色彩载体，也就是岩画，后来逐渐在墙
壁与丝织物上，而绢画主要是在东晋，但是由于质地比较粗糙，则
导师在色彩泻染上受到限制。而在唐朝时期，丝织业得到了进一步
发展，绢的质地也更加使用在作画上。宣纸的出现是在汉朝，但是
由于纸质比较差，不利于色彩的使用，特别是石色。在青绿山水画
之中早期的画作是青色，比如说展子虔喜欢应用的是浓重的蓝绿
色，并且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在画纸上进行表现，主要是将金、
银等作为辅助作画的燃料。而在宋朝也有刘松年等画家，将水墨与
青绿等进行结合应用，在发展过程之中将这种色彩作为主流的色
调，但是由于受到文人画作的影响，青绿山水的画作在整体发展上
比较缓慢。在明朝与清朝之后，青绿山水的画作主要的色调是水墨，
青绿作为辅助的色调，其也代表着文人淡泊名利的情怀。青绿山水
画作是国画山水色彩在运用形式上的体现，将石绿和石青等颜料作
为主色调，这样有着牢固性与不褪色的特点，在这类画作之中，画
家们通常呈现出的都是雄伟的山峰，也进一步体现出了青绿画作的
画面感与华丽的效果。 

国画山水之中对于色彩的运用持续的时间已经达到了上千年，
历史十分悠久，并且形成了独有的色彩使用理念，而目前时代发展
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在国画色彩运用方面需要进一步完
善。第一点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对于人们思想与观念有所改变，对于
国画审美标准也产生影响，第二点就是西方的绘画意识对于我国山
水画在色彩上的应用也存在影响。但是结合绘画技巧与角度等，西
方绘画特点与我国的绘画方法还是存在着差距的，西方绘画的过程
主要追求的是色彩的绚丽，而中国画强调的是简约与朴素，并且以
墨色为主。在对于西方绘画技巧进行借鉴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对于
国画特色与优势的传承，并且在其中融入更多的色彩原色，实现水
墨画和色彩的有效结合，提升中国传统画作的活力。 

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画山水之中应用色彩，在不同的年代之下有着

不同的风格，所以需要对于不同时代人们在颜色方面认识的差异进
行分析。在国画山水之中，充分的结合画作的色彩、材料以及画作
技巧等，对于主题有所了解，体会画家的感情。色彩属于传达情感
的重要手段，所以需要重视对于山水画色彩的发展，从而加强我国
传统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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