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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在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取

得重大进步，设计领域日新月异。人民开始过上美好生

活，对物质的需求随之提高，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我

国设计行业逐渐发展起来，设计队伍规范化，设计产业

标准化、设计观念先进化、艺术水准全球化等突出表现。

社会在向前发展，传统的设计观念必将无法满足人们的

心理和生理需求，设计师需要不断找到新的设计思路。

近年来我国出现国学热浪潮，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设计创

作中随处可见，这些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设计创作深受

国人青睐。这些创作的出现，在向人们展示新视觉的同

时，也开创出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新模式，也形成

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设计创新思路。传统绘画“白

描”是中国民族优秀绘画艺术的体现，白描手法在环境

设计中应用，将形成以环境设计为载体，弘扬和发展白

描文化的新模式，也为现代环境设计创作增添新活力。1

一、环境设计的内涵

“环境”是指人们生存和活动周围的空间以及有关事

物，包括室内、室外空间，又分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环境设计是指为满足人类活动的心理及生理需求而对周

围空间和事物进行的改造设计，将科技与美观结合为一

体，是为了满足新时代下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心理和生

理需求而形成的设计学科，是人居环境改造的一种形式。

环境设计包含的范围广泛，包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

公共空间艺术、室内空间装饰、风景园林设计等。环境

设计的目标是利用科学技术结合美学文化创造出人类活

动所需的物质空间，并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中国环境设计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现代环境设计起步较晚，但纵观中国历史，

古人在建筑和园林景观等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在古代

说明：文章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互联网。

都城规划中，通常采用以主宫殿为中心轴线向外扩张的

一种空间艺术，可以说古代中国有一套中国特色环境设

计路线。然而近代战争的洗礼使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

如今我们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人们生活空间环境也得到

很大的改善，但是中国环境设计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方

面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房屋就是房屋，可以住就

行，不注重直观形象，而是注重人的位置顺序安排，导

致在创作美观方面一直难以突破；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

的入侵，一些作品抛掉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思路，盲目抄

袭西方设计路线，导致自己的设计出现问题，而最终直

接影响到了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标准。如此看来，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环境改造是现代中国环境设计的未

来发展路径。

三、传统绘画“白描”的探索

1. 白描的概述

白描也称为线描，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是

国画一门基本技法和工笔基础。白描主要是以线的形式

直接表现事物，根据线条不同变化表现出事物纹理具体

特征，造型不着色，或以淡墨渲染，有些手法类似于西

方的水墨素描，是国画造型的基础。

2. 白描的发展历史

以线为主的绘画最早出现在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陶瓷

装饰上，线的构造要比白描出现得早，就目前出土的文

物中我们了解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幅白描作品，为战国

时期的帛画《龙凤人物画》，这幅画画面线条流畅，表

现的人物面容清晰、神情自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绘

画的主流基本逐渐以人物活动为主。西晋著名画家卫

协，其白描作品中用线细如蛛网，而画面又不显得乏穷

尽笔力，把白描绘画表现得出神入化，也让我们感受到

白描独特的语言表达魅力。六朝时期，不仅在人物画中

立下一个里程碑，山水花鸟画也能够从此时的绘画中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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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脉络，同时也开始在白描设色渲染上找到了方向。而

唐朝的绘画艺术，则是承袭了五代六朝时期的绘画艺术

成果，唐朝中期的吴道子是中国古代唯一被冠名“画

圣”的画家，被历代民间画家尊为画艺祖师，其作品设

色较浅，有时完全采用白描的方法，其白描画面不使用

任何敷色，却拥有不凡的渲染效果。吴道子通过对线条

粗细、方圆、转折、顿挫、收纵等处理方法，将人物活

动通过衣饰的变化而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作品可谓是白

描技法巅峰的代表，他的绘画风格也为后人争相效仿，

影响深远。

历史的演变使白描在中国绘画艺术中占据重要位置，

从古至今，白描绘画涌现出多种不同的流派，每一种流

派都有独特的用线风格和表现技法，使得线条出现了多

种多样的表现方法，后人根据这些线条的力度、节奏、

形态、气势等特点，归纳出十八种不同线条的使用技法，

称之为“白描十八描”。

3. 白描与艺术设计的关联性

白描在设计领域中的应用早在几千年前的仰韶文化

及马家窑文化中就已经形成，马家窑彩陶的文饰结合了

白描魅力的应用，在陶身勾勒精美绝伦的文饰图案，让

后人感受到当代先民先进的思想及社会文明程度。唐朝

时期，白描结合家具设计的应用，创作出很多著名的家

具，目前被收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朝时期的《鸟毛立女

屏风》最为经典，其屏风画引人注目，六张屏风上分别

画有不同姿势的美女与树，前三扇为仕女站姿站立在树

下，后三扇仕女坐在树下石上，姿态各异，蛾眉细目，

体态丰腴，画面人物栩栩如生，使屏风拥有了精美的装

饰效果。

四、“白描”在环境设计中发展现状

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使得传统文

化的传播范围和速度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传统文化的

应用提供了很多平台。然而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使得

艺术设计向着大众需求发展，很多作品在出现时虽得到

人们的喜欢，但它们的出现并不高雅，更缺乏文化内涵，

随着人们审美的改变它们将逐渐被市场淘汰。受西方文

化的影响，国人的审美观点越来越偏向西方，对民族文

化的认知逐渐减弱，给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文化埋下隐患。

近年来国家加大投入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坚强

的基础，同时大力鼓励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很多

民族优秀文化因为前期没有及时得到保护与传承，导致

现在保护起来更加困难。

在国家宣扬文化自信的主导下，各地方各民族开始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越来越重视，出现了很多

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新模式。而以环境设计为载体推

广民族传统文化也是当下一种创新模式，社会的发展离

不开艺术设计，而民族文化元素作为中华美学的重要部

分，也不断出现在设计创作中，收到大众的喜爱。近年

来，“国学热”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很多设计领域都

尝试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设计创作当中，传统文化与

现代设计想融合，创作出了许多既富有文化内涵、又符

合现代设计理念的经典作品。“白描”作为民族传统绘画

技法，其以线条为主的绘画技法和特征深受国人的热爱，

而环境艺术设计作为对人类居住环境的设计，早已融入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添加白描

元素，将为人们的生活环境添加精美的装饰效果，提高

生活环境的文化氛围，让人居环境焕发出新的活力。

五、白描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分析

进入 21 世纪，人类对生存活动的空间环境越来越重

视，环境设计也因此逐渐为世人所知，欧式、美式、现

代等各式各样的设计风格在人们生活中层出不穷，客户

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选择自己的喜好对设计师提出要

求，从而得到自己舒适的空间环境。而对于设计师来说，

除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外，对自己设计作品进行创新也很

重要，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才能给顾客提供更多选择

的方案。

1. 白描在环境设计创作初稿中的应用

对于环境设计的创作，虽说如今计算机技术发达，

计算机绘图、3D 模型制作、数字展示平台等技术对环境

设计的创作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但是对于设计师而言，

这些技术仅限于在设计创作的中后期阶段使用，而设计

创作的初步阶段仍然离不开传统的手绘表达，设计师的

设计灵感往往突如其来，在灵感形成的瞬间需要设计师

通过手绘方式表现出来，通过灵感的堆积组合逐步形成

完整的环境设计创作。“白描”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绘画

形式，其表现手法与技法都具有独特的语言魅力，就白

描的绘画技法在环境设计初稿手绘的应用而言，白描绘

画具有简洁明了、大方直观等特点，同时又不缺乏画面

的层次感。在我国的国宝级作品《清明上河图》中，其

以线为基础的形式对人物、建筑物、田园景观等物体深

入刻画，通过线的松紧、长短、转折等关系将建筑物以

及景观等物体描绘得淋漓尽致。想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对

设计灵感进行绘画表现，需要设计师对白描手法的表达

原理及线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这对于环境设计初稿的

手绘具有化繁为简的作用，又能将想要表达的效果表现

出来。熟练掌握白描的绘画技法及其线条特征，对于环

境设计工作者而言不仅能有效的提高设计创作的手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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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图，也能更加深入了解白描的文化内涵。

2. 白描对环境的装饰效果研究

而早在几千年面前，古人就已经开始将白描绘画应

用到环境设计中，主要表现在壁画和建筑物中绘制的吉

祥图案，以加强环境的美观度。

秦汉时期，人们开始迷信人死后灵魂还留在世间永

生，因此一些高官富贵之家出现厚葬的习俗，除了将各

种贵重物品作陪葬用外，还在墓室内进行壁画的绘制，

壁画内容丰富多彩，多以表现墓室主人在世间的生活习

惯、日常活动等为主要内容，以表达对墓主人思念情怀，

而这种形式也对墓室环境形成了一种装饰效果，使得墓

室更为精美。

如今在室内环境设计中，对室内合理的应用白描进

行墙绘，且在装修过程中可融入白描元素对原产品进行

点缀，与墙绘映衬，不仅得到了富有文化内涵的环境设

计作品，形成具有白描文化特色的设计风格，更能表现

出房间主人高贵素雅的品质。而墙绘的发展不仅仅是在

室内中得到利用，在景观设计方面，以乡村墙绘为例，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墙绘艺术开始在农村中

广泛流行，但是在乡村墙绘的发展过程中，“千村一面”

问题的出现反应出墙绘设计方案不足的缺点，一个好的

墙绘项目，在于它的设计方案是否得当，将传统文化元

素与乡村墙绘相结合，是乡村墙绘发展的必经之路，传

统绘画白描对墙绘起到独特的装饰美化效果，让乡村的

整体环境变得更有特色。

注：①设计手稿常用的白描手法。

　　②绘画对墙面的装饰效果。

3. 环境设计对白描元素的应用

传统绘画白描注重线与留白的结合，通常会以夸张

的造型来突出想要表达的内容和重点，而黑白结合的效

果更能提高作品的视觉冲击力，这些白描元素能为从事

设计行业的设计师带来很多灵感。在进行环境设计创作

时，将白描的传统元素作为参考方向，结合现代建筑的

结构空间、光影、造型等要素，通过分割、镂空、涂鸦

等手法对建筑结构进行装饰改造，形成具有白描元素的

环境设计创作，提高建筑物的文化内涵。例如，坐落于

苏州市姑苏区的“绿都·姑苏雅集”建筑群，其在设计过

程中注重结合国画的点线面透视关系、留白等特点、融

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如今已建成的“绿都·姑

苏雅集”，连绵的白墙上黛瓦错落，湖水映衬着绿化使环

境充满了温暖闲适的气氛，建筑整体选色淡雅，构造清

晰，墙与墙、墙与瓦之间线条转折明显，视觉冲击强，

整体看起来仿佛就是一幅优美的中国画，有人拿它比作

吴冠中的《江南小镇》。“绿都·姑苏雅集”是中国特色

的现代环境设计的代表之一，蕴含丰富的传统绘画元素，

是中国传统绘画元素融入环境设计理念的成果，在视觉

与舒适方面均能满足人们对生存空间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更给予了使用者身临画中的感受。

六、结束语

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年川流不息，已经成为当代中国

珍贵的财富。白描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绘画形式，是中国

最早的绘画手法之一，代表着古中国的美学和绘画艺术

水平。传统绘画“白描”与现代环境设计结合发展，是

以环境设计为载体，促进传统绘画“白描”的发展，是

如今我们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创新模式，也是中国

环境设计发展趋势，向世界展示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

环境设计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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