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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很多画家都曾在相关画论中提到过山水画

构图这一形式，东晋顾恺之、南齐谢赫、宋代郭熙等都

对其有不同的称法，分别为“置陈布势”、“经营位置”、

“三远”构图法等。不论是何种称谓，都证明在山水画

的创作过程中，构图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起初，山水

画主要是立足于人物画的背景而创作，到了魏晋南北朝

时期，实现了与人物画的分离，经过进一步的发展，经

历了隋唐五代，一直到北宋，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出现

了大批山水画家和山水画作品。这也使宋代山水画在构

图的过程中更加的多样和丰富，在构图形式上主要立足

于具体画幅形式的不同，所以其所表达的意境和内容也

有很大的差异，就算构图形式相同的，在表达的内容上

也有很大的不同。而宋代的山水画作品所采用的画幅比

较常见的有小幅、立轴、横卷等。1

一、立轴中的构图

北宋画家在作画的过程中，对画幅形式的采用最普

遍的为立轴。主要在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方，所

以画家在进行绘画的过程中，主要是对北方的名山大川

进行描绘，和其他画幅相比，立轴更有利于画家将北方

自然山川连绵起伏，雄浑壮阔之美尽情表现出来。立轴

主要有以下几种构图形式：

（一）全景式构图。全景式构图是立轴中最常见的一

种构图形式，是将整体景物都摄入画面之中，同时，对

主体形象进行突出展现，并使宾主之势能够得到强烈的

描绘。在《画鉴》之中，汤垕就曾经提出“画亦有宾主，

万不可使宾胜主”[1]。由此可知，在全景式构图中，主宾

之势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类画作中，主要是对

主景进行的描绘，一般位于画面的偏上方，而画面的偏

下方则经常放置一些人物、小船、坡石、树木等作为辅

景，辅景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对主景的重要地位进行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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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因此，在布置上也应该发挥辅助作用。具有代表性

的作品为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画面正中间屹立着

一座大山正自上而下，山中的瀑布一泻而下，气势非常，

由此就可以凸现出绘画的主体为大山。而且其所处的位

置为画面的正中偏上，所占的画幅也比较多，在画面的

下边三分之一的位置为辅景的描绘，包括巨石、古树和

行人，能够对主体的形象进行突出，如果仅仅对主体进

行观察可以看出，山体都呈现出直上直下的方向，所以

显得有些单一。因此，在下方通过对石块的描绘，可以

使画面具有丰富的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

的下方，对石头进行描绘的过程中，由倾斜、横向和纵

向不同的形状构成，能够使作品的气势得到展现，使其

艺术感染力得到有效增强。

（二）分段式构图。在宋代山水画构图中，画家除

了比较善用全景式构图外，还比较青睐于分段式构图形

式。根据对分段式构图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主要是指在

进行绘画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阶段来对景物做出安排，

鲜明地表现出画面的近水远山。清代画家石涛在《石涛

画语录》中，对其做出了总结，明确为“三叠两段”式。

其中的“三”和“两”具有泛指性，只是对分段形式做

出的概括，不仅仅是指数量，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

保持灵活多变。根据对宋代山水画的考察，该种分割具

有灵活性。画家在进行分段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整体的

气脉和山水特征，并没有影响到画面的完整性。比如宋

代郭熙的《关山春雪图》，在进行绘画的过程中就是对分

段式构图进行了运用。画面包括三个部分，上、中、下

分别为雪山、在茂林中被掩映的屋舍和溪水、巨石和松

树，三个部分对比强烈，疏密有致，使整体的画面更加

具有和谐性。

二、横卷中的构图

横卷，即长卷和横幅，长短不具有确定性。横卷是

南宋时期比较流行的一种画幅形式，其比较适合用来表

现连绵起伏，广阔的江河山川。横卷主要运用于以下几

种构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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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旷放平远式构图。从字面意思上看，其运用

了平远构图法来表现清旷、幽远而富有诗意的自然美景。

郭熙的《窠石平远图》在进行绘画的过程当中所采用的

构图形式就是旷放平远式。通过对该幅画进行分析可以

看出，主要是对深秋的景色进行了描绘，在该幅画中没

有磅礴的高山，只有对自然之景的描绘，显得更加的清

旷和平远。从左到右分别为近景和远山，其中有平缓的

河流相连接，左右呼应，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对比，从

而展现出一种清旷悠远之境。

（二）连绵起伏式构图。根据对连绵起伏式构图的特

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主要是对山体进行的描绘，而且

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由此就可以尽情地展现出山体所

具有的豪迈气势。该种构图形式，通常是对江河湖水和

群山进行的绘画。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

是采用了该种形式，是一幅传世名作。在画面的下半部

分对主要景物进行描绘，上半部分对天空进行描绘，中

间有远山相连接，有一种深远之势。画面中，山与山之

间的联接疏密有致，群山之间由江水和江岸相连接，产

生了一种绵延不绝的视觉感受。传为《千里江山图》姊

妹篇的《江山秋色图》也运用了这种构图形式。

（三）深山阔水式构图。南宋画家多采用这种构图

形式。对于我国南方地区，江河和丘陵比较多，所以在

构图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对山水之间的穿插进行的描绘，

由此就会缺少山与山之间的连绵起伏之势。具有代表性

的为夏圭的《溪山清远图》在画面的上方、下方分别对

云山和树木、山石、江水等进行描绘，上虚下实，在水

和山之间的布置上更加具有错落感和穿插感，疏密有致，

既能够展现出画面的空旷，又能够展现出不同景物间的连

接，既错落有致，又形成一体，使画面具有强烈的对比。

三、小幅中的构图

小幅，是指在画幅上比较小的一种绘画形式，与方

形相似，在南宋时期较为流行。其描绘的景物主要为江

南小景，而且在构图上比较简洁和简单，具有强烈的生

活气息。画面尺幅虽小，但是在景物的布置上却极为讲

究，主要运用以下几种构图形式：

（一）主体居中式构图。按照这种构图形式作出的绘

画，是在画面的正中间对景物进行描绘。由于尺幅的限

制，在对景物进行描绘的过程中显得较为单一，所以缺

乏雄伟的气势，旷远的感觉由此展现。南宋画家朱锐的

作品《溪山行旅图》（又名《盘车图》）描写的是寒冬时

节山中行人赶路的情景。画面的中心放置了巨石和树木，

显得较为集中；在下方，主要是对道路的描绘，为三头

牛拉着一辆车子，其后跟着一头毛驴，一名男子骑在驴

上，一人在前方吆喝赶车；在画幅的左边，有一个坡道，

有一辆车正在攀爬较为陡峭的山坡，在车轮后面有一个

仆人正在推车；后边河岸不远处有一刚上岸的行人正在

冒寒赶路。对这三组人物进行的描绘，展现出了不同的

气势，由左到右分别为沿坡直上到伸出画面。从总体上

看，又能够将景物进行连接，使画面达到和谐统一。

（二）对应式构图。对应式构图，主要是立足于画面

自身的景物，使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凸显。在对应式构

图的绘画中，其中的景物貌似是相互独立，实际上是一

个统一体，相互之间能够产生对应。比如惠崇的《沙汀

丛树图》就是对该种构图形式进行的运用，虽然所描绘

的内容并不多，但却丝毫不失其完整性和有序性。在右

下角和左上角分别对水岸边和烟雨弥蒙的丛林进行描绘，

中间画大面积的水，远景和近景两个对角相互呼应，使

整个画面表现出来的意境更加具有梦幻性，也使寒汀烟

渚的景物更加完整和谐的展现出来，浓郁的抒情意味得

到展现。

（三）边角式构图。边角构图，是指在绘画的过程

中，取景不具有完整性，只是对局部进行绘画。在进行

绘画的过程中，主要是对画幅的一角和一边进行描绘，

其他地方留白，表现一种空灵的境界。具有代表性的为

马远、夏圭的“马一角”、“夏半边”。马远的《山径春行

图》就是对该种构图形式进行运用的一幅山水画。画面

的左下角是一个行走于山间小径的高士，后边有一个抱

着长琴的童子紧紧跟随，右边的画面中除了一些碎石，

其余大部分画面都是空白的。在整幅作品中，高士对远

方进行凝望，画面随着人物的目光向远方进行延伸，空

白比较多，让人有丰富的想象空间。

当然，除了立轴、横卷和小幅之外还有其他画幅形

式，如扇面、屏风等，其应用频率比较低，所以不在此

做一一阐述。

四、结语

总之，宋代山水画在构图形式上，具有丰富性和多

样性。画家们创作每一幅画都要根据其所要体现的主题

思想来确定构图形式，构图形式不同，其所体现的思想

和意境也就不同。所以在创作中我们应借鉴和吸收宋代

山水画中优秀的构图形式，不断探索、创新，创作出更

多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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