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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水墨画语言在油画中的运用 
◆谢  涵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34） 

 
摘要：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沉淀留给我许多文化艺术及哲学思想，这

些思想存在于水墨画当中。在绘画长河中，中国水墨画以独特的魅力呈

现在世人的眼前，作为中国绘画的主体艺术，有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

观，儒道思想在水墨画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油画进入中国至今已有几

百年的历史，油画的传入对中国的美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油画

在欧洲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元素，为以后的发展开

辟了新的道路。本文从水墨画情感表达、技法及审美观方面与油画创作

结合为出发点，研究油画创造中水墨画元素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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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墨画与油画的渊源 
油画是西方绘画中， 传统的艺术形式。由于历史原因，中

国人对西方文化逐渐接受并加以学习，而油画成为人们学习的重
要一点。20 世纪 30 年代大批青年画家的回国，这一时期传统艺
术与油画有着激烈的碰撞，而油画的到来并为取代中国传统水墨
画，也并未阻碍水墨画的发展，反而为消沉已久的中国传统艺术
注入了一记强心剂。水墨画的艺术语言，审美观念与油画的表现
手法融合，使油画在中国画坛有了一席之地，形成了有着独特中
国传统文化的油画作品，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二、水墨画与油画的差异 
水墨画与油画是东西方绘画中 具代表性的两种绘画方式，

两者既有相同性又有差异性，共同构造了人类艺术美学的意识形
态。 

水墨画与油画的区别首先是文化背景存在着差异使人们的
审美价值观产生了区别，水墨画思想是以中国道家思想为根基追
求天人合一，注重神韵意境的表现。 

  而西方油画是用理性客观的眼光看待事物，追求物体的形
态，进行科学的研究，注重形象、结构，把握事物中存在的规律。 

  在空间方面水墨遵循的是散点构图，油画运用的是焦点透
视，水墨画例《清明上河图》利用散点构图方式描绘了宋朝京城
一带的风景和繁华的城市景色。油画方面如列宾的《伏尔加河上
的纤夫》，运用了典型的焦点透视。散点构图的方式是画家从不
同的角度观察，所形成的画面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里面，而焦点
透视是从某一个点进行观察，按照事物的基本规律，使画面更有
真实性和规律性。 

三、水墨画艺术语言在油画中的运用 
意境在水墨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把水墨画中的情

与景融入到油画的创作当中去。 
在西方的绘画中，遵循客观规律和严谨的作画方式，会形成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而中国绘画并不存在主客体的对立关
系，强调将主体意志与客观景物进行融合，达到心神合一，只有
打造这样的一个境界，才能感到身临其境。其实早在 19 世纪西
方画家也有这方面的认识，他们认为“自然景物不必完全再现，
绘画不是追随自然，而是和自然平行的工作者。”这是后印象著
名画家塞尚所说。正是这样，意境成为水墨画与油画的交汇点。 

气韵是作品的灵魂，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气是人们生活状
态的根本所在，也是一幅作品是否生动的关键所在。我们在评论
一幅作品时会说作品没有灵气，缺少气韵，那这幅作品仅仅是技
法上的熟练而并非优秀的作品。 

在注重科学严谨的西方古典油画当中，缺少这样一份气韵。
气韵是通过画家的心灵感受来传达的，传达的是画家内心 真实
的感知。气韵不应该是一种形式来表现在画面之上，而是画家的
精神层面贯穿整个创作过程之中，达到内容与形式相通，从而实
现主观的精神。例如徐悲鸿等中国早期油画家，他们的作品很好
的为我们展示了何为气韵。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向往和
崇高的精神层次。所以中国水墨画中的气韵生动，可以拓宽油画
发展的广度和宽度，让情感寄托在画面当中。 

构图是一幅绘画作品的开始，也是一幅作品的重要组成部
分。谢赫六法中提到经营位置。在中国水墨画当中经营位置是指
画家为了表现作品的美感和主体思想，安排各个物体的位置比例
和大小，将零散的元素有秩序的组织在画面之中，这种行至称之
为章法或者布局。 

水墨画的构图讲究的是组织因素，有四大规律，一相间，二
相让，三相犯，四巷叠。西方的绘画构图也是为那种服务内容的，
但形式是不同的，他们基本上遵循的是客观规律透视的法则，而
我们所知道的吴冠中先生所创造的油画都是山水式油画，它吸收
了中国传统文化山水的构图法则与精神，创造了一批油画作品。
他借鉴了黄公望、李成等人的理论，通过油画的形式来诉说内心
的故事。 

水墨画笔墨在油画创作中的运用。笔简意足是水墨画的绘画
技巧，画家通过油画颜料的特性，表现出水墨画中灵动，轻巧，
饱满的艺术感受，使画面层次更加丰富，产生水墨的视觉效果。
笔简意足的艺术形式是让油画更加的充满写意的感受，而非完全
的理性结构，更加注重的是画家情感的表达，或婉约，或豪放。
在作画过程中，讲究的是用笔技巧，落笔大胆且谨慎，笔随心动，
胸有成竹，让画面更加充满灵性、自由的感受。 

吴冠中老先生在《笔墨等于零》的文章中阐述笔墨对于一幅
作品的意义中表示对笔墨在表现物体的艺术性上给予了肯定，笔
墨不是程式化的必然产物，而是传递画面情感的一种语言。 

在笔者来看，传统油画的笔墨运用方式具有较强的“两极
性”。要么线条浓重、粗放且缺乏较准确性的方向性，致力于多
层次布调叠加来表现其内容的画面效果，出现明显的立体感；要
么线条精细明快，饱含工笔味道，进而通过明显的色彩区分来塑
造内容的结构与形象，表现真实化的色彩效果。相比之下，水墨
画的艺术语言不拘泥于线条的勾勒，反而更加的抽象，创作者通
过墨来表达自身的情感，通过丰富的运笔来实现墨的浓淡与干
湿，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因此，将水墨画的笔墨艺术语言融入
到现代油画创作当中去，可以有效通过油画色彩呈现出无限的水
墨效果。 

四、总结   
科技的飞速使西方艺术大量涌入，人们对西方文化了解胜过

对中国水墨画的认知。今天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现当代画家们通
过独特的语言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伟大。 

绘画只是一种表达情感的载体，其中的内涵才是创作的本
源，中国水墨画承载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文化底蕴及思想哲学，
具有极高的价值，传统是现代的反思，只有意识到传统的价值才
能有新时代的进步，只有中华文化底蕴才能使油画创作有着民族
标识。总之，水墨画的语言是可以与油画的创作融合的，也是必
要的。创造中充分运用水墨画的元素、符号、文化内涵，才能做
到真正的融合。 

油画与水墨画的融合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两种文化乃至
东西方的文明得以延续，也是中国现当代油画发展的一条新的道
路，为中国油画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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