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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浅谈水彩风景写生的取景 
◆孙燮阳 

（河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河北石家庄） 

 
摘要：人们在初次接触水彩画时，画面容易出现平、散、乱等问题。究

其根源，往往是因为作画者在绘画时没有自主意识，未分清画面的主次

关系，以及欠缺对画面中心的考虑与安排，因此，培养风景写生之中取

景构图的能力具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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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写生中包含众多构成因素，其中包括取景、构图、色彩
搭配以及形象塑造等众多因素，而在其中，取景居于相对重要的
位置。当创作一幅作品时，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景象的
问题，换言之即为如何观察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观察，不单只需
用眼睛去观察，还需要对所看到的景物进行取舍，因为，我们在
生活中所见到的景物纷繁复杂，如果对所见之景全部记录，那不
过是摄像师的手艺，难以称其为是一幅绘画作品，这也是绘画区
别与摄像的重要特点之一。有所选择的去画，以及见到什么就画
什么，论二者结果，无论是从绘画成品的效果还是从绘画作品的
意义上讲，都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众多景物元素中要选取自
己所中意的部分，并且进行真实的细节描绘，才能够深刻地揭示
其某些本质特性，向观者传达自己的情感。 

一、所取景物是否典型，具有代表性 
在绘制一张作品之前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取景，即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景物进行刻画。如，在绘画城市之景，有人将比较高的
建筑物作为整个画面的主体，在绘画人物时，将人群中动作或者
长相有特点的人物作为画面的主体等等方法。虽然取景方法并没
有成文的规定，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绘画作品能够更加
吸引并打动观者，同时，这些方法都有效的避免了绘画中容易出
现的“画面无主次”的问题。 

二、对所取景物是否能深入观察和理解 
无论是描绘田园之貌，还是都市之景，这些景物在映入人的

眼帘的同时，会使观者产生各种各样的视觉感受，并使人产生一
定的心理活动。同时，对于绘画来说，一处景物能否促使观者产
生情感是十分重要的，而并非一定要对景物进行刻板的重现，这
就需要绘画者应从比较初级的视觉感受作画转为相对成熟的心
理感受进行绘画，这样创作出来的绘画作品其所含的艺术价值是
更高的，因为这些作品包含了创作者对绘画主题的理解和个人情
感的抒发，避免了绘画作品过于空洞无法打动观者的弊端。 

三、在写生中进行取景的练习 
在绘画中， 忌讳的便是“纸上谈兵”，作为一种专业性极

强的艺术门类，扎实的绘画功底，丰富的绘画经验和艺术修养对
于一个画家来说极其重要，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扎实的基础
好比是地基。没有平时绘画经验的积累，后期很容易遇到绘画的
瓶颈。适时地进行户外风景写生，可以将绘画理论与绘画技法进
行良性结合，能够较好的体会书本中所提及的绘画知识，以免在
后期走入绘画的误区。同时，勤加练习对于绘画技法的提升也有
很好的帮助。二者的结合加上绘画经验以及实践能力的提升，这
些都为一幅好的绘画作品的完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如前文提到，绘画之所以区别与摄像，是在忠于自然景物的
同时，将作者的内心感悟与触动融入到绘画作品之中，对所见的
景色进行主观的润色。因此，对于具体的细节，必须要有所取舍。
当我们在进行创作时，需注意观察所画景物有哪些值得刻画的的
特点，并在绘画中有尺度的进行艺术加工，而不是闷头绘画，草
草了事，那样便犯了之前所提到的“平、散、乱”的问题。 

一位有经验的画家，在面对一处自己感兴趣的景物时，可以
立马完成取景构图，同时也确立了一幅画作的中心思想和主题。
这种结果是绘画者平日所积累的经验以及自身的艺术修养决定
的。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绘画，往往是因为某一处景物触动了，
或者对其比较感兴趣才进行创作。但是这种选择没有定式，所谓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面对同一处景物，不同
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这也就有了不同的构图和取景，这些都需

要绘画经验的积累，随着绘画者认知能力以及艺术修养的提升，
会出现不同的构图和取景。因此，当我们确定了一幅画面的主题
时，整幅画面中的一切次要因素都要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构图和
布局，并且从整体的色彩以及画面形成上都应该为这一主题服
务，对主题有影响的因素，要有选择地进行削弱甚至消除。 

取景时应该根据一些基本规律或者相关艺术法则，对所刻画
的景物进行点、线、面和黑、白、灰各种关系的结合，正确的处
理好各种关系，使得画面在变化中有统一，均衡中有节奏。总的
来说，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取景，无论采取何种构图，都应当遵循
以上三点，使作品保持其艺术性。 

总之，水彩画作为众多画种之一，有其自身独到的特点：轻
盈，透明，画面如通透的轻纱，同时由于自身遮盖性差，不可修
改的特点，使得完成一幅好的水彩画更加具有挑战性。也正因为
水彩画的不可修改性，使得创作时的取景构图显得尤为重要。在
绘画之前，细心的分析，有主次的取舍，色彩的运用，深入刻画
等都对作品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可见水彩画家对于绘画写生经验
的积累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才不断的写生实践中，将水彩绘画
理论与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次次的绘画取景，一次次的情感投
入中，更好地解决水彩风景写生中“取景”这一首要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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