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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水彩画的灵魂——水与彩融洽之美 
◆陈  海 

（深圳市美术学校  广东深圳  518002） 

 
摘要：绘画是人们为满足某种精神需求而创造的一种视觉艺术。无论什

么样的绘画，实质上，艺术家都需要通过绘画来表达他的思想，理想和

追求。然而，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工具，材料和材料介质，它们各自的绘

画语言系统已经出现。绘画的定义也是基于此，具体的绘画材料带来了

适合他们的特定视觉效果和技术手段。水彩画使用水作为媒介来调和透

明的水性涂料，产生独特的艺术内涵和正式的魅力，如水和颜色。本文

从水彩画的发展和技巧出发，分析和探索水彩画的美感，水与色的和谐，

探索水彩画的灵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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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彩画简介 
人类为书籍写书和插图的历史已有 3500 年历史。最初，在

埃及的尼罗河河岸发现了一种叫做纸莎草的纤维植物。它的茎被
采取并制成卷轴用于书写和绘画，制作科学，历史，巫术和宗教
书卷。这卷书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伴随着葬礼，跟随死者到达另
一个世界，上面的文字帮助他们向他们的神解释他们的生活。卷
上的肖像后来被称为肖相画，全部用透明的颜色绘制。土黄色和
赭石是从土壤中取出的;红色取自朱砂矿物;蓝铜矿为蓝色，石绿
为绿色，紫胶为橙色;黑色由柳木制成。将这些颜料全部与阿拉
伯树胶加蛋白混合并用水稀释。简而言之，这就是水彩画。 

水彩画是一种用水和透明颜料绘画的绘画方法。因为颜色是
透明的，一层可以覆盖另一层以产生特殊效果，但是太多的颜色
或过度覆盖会使颜色变脏和变干。它干的很快，所以水彩画不适
合制作大型作品，适合制作风景等清新明亮的小画作。 

水彩颜料易于携带，也可用作素描材料。与其他绘画相比，
水彩画非常注重表演技巧。绘图方法通常分为两种类型：“干画”
和“湿画”。 

水彩画本身就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画面大多具有透明的视
觉感；另一个是绘画过程中水的流动性。这导致了水彩画的外观
和其他绘画的创作技巧之间的差异。颜料的透明度赋予水彩清晰
的表面效果，同时水的流动性营造出光滑，自然和自由奔放的外
观。 

二、水彩画画法 
水彩画是一种介于水和颜料之间的绘画，以水来完成创作绘

画的方法。调整调色板的颜色，研究如何在纸上绘图，并正确表
达对象;如何通过水分的控制来表现绘画对象的纹理和色彩效
果。在水彩画的表现中，水与色的结合非常丰富，水溶性色彩产
生了许多绘画方法。 

（一）干画法 
所谓干画法是指：在绘图纸上的着色完成后，有时会在第一

次颜色干燥后，施加第二种颜色，直到可以表现出类似物体的效
果，颜色在色块之间自然渗透。 

对于干画法来说，色块边界清晰，轮廓结构清晰，色块明亮
是它的特色。有“平画”、“叠画”、“着色”、“干刷”等方法。第
一层“平涂层”。先画出轮廓形状，调整颜色，然后用描边和颜
色在纸上一块一块的描绘对象。颜色块有明显的界限，不使水渗
透颜色之间。其优点在于绘画语言简洁明快，对绘画对象有较强
的表现力。这种画法的缺点是:色块和色块之间涂色处理不当，
画面会出现“散乱”、“凌乱”的现象。第二种重叠法。干绘画的
基础上,使用独特的透明程度的水彩材料,一层一层地添加颜色来
描绘,第一次颜色变干之后再上第二遍颜色,颜色干后再上第三次
颜色,这样一层一层地薄簿的颜色来实现对象的刻画。这种画法
的优点:画面色彩丰富、厚实，笔触生动有韵味。缺点在于涂层
过多，重叠色彩处理不当，画面颜色容易发灰，脏乱，不达到透
明的感觉。第三种“连色法”。先涂一种颜色，其干后加入另一
种颜色。用色块接合的方法来描绘物体。有时它接合之间的颜色
块没有干燥，那么在拼接色块时，就需要在色块和色块之间留有

一个小的间隙。这样，画中描绘的物体就可以清晰可见，画面就
有了一种明亮的感觉。缺点是不能够画太大的画。第四种“干刷
法”。与中国传统的中国画“焦墨”一样，笔刷含有少量的水，
用强墨的干笔刷扫过纸张表面，快速绘制，形成强烈的笔触。干
画笔擅长表现纹理和纹理，但初学者在实际的绘画中，很难控制。 

（二）湿画法 
所谓的湿画法是指利用水分将每种颜色渗透到纸张上，从而

需要表达物体的质感，同时，颜色变得更丰富，感觉更透明。 
对于湿画法，我们可以发挥其水份流动和渗透的特性，使画

面的色彩相互补充，颜色柔和湿润，包括：趁湿重叠，湿着色，
浸泡和晕法。第一种类型：趁湿重叠法，了解其含义，在第一次
未干燥的颜色上，叠加第二种颜色，第二种颜色，重叠着色，让
水和颜色，颜色和颜色互相融合，并相互渗透形成自然效果的互
补色结构，画面色彩柔和圆润。二，湿着色。绘制第一种颜色后，
当没有干燥时，在其旁边绘制第二种颜色，并连接两个颜色边缘。
在颜色块的连接处，颜色在水的作用下渗透，形成柔软渗透的效
果，使画面具有水和彩流动的效果。第三种是浸泡方法。将完成
草稿的水彩纸放入清水中，浸泡整张纸张，约四五分钟后取出。
或者将其裱在画板上，用扁平笔将水均匀地扫到纸上直至整张纸
湿透。再在上面作画。利用水分自然地扩展控制纸张上的颜色，
以让水彩颜料在纸张颗粒表面沉淀产生特殊效果。第四，晕法。
在定好的草图轮廓中画上含有更多水分的颜色，然后用清水笔润
颜色的边缘，或涂抹它，从而使用使颜色逐渐淡化。这种方法，
能够减少笔触并产生圆润效果。 

三、水与彩融洽 
水彩画的特点是水韵，水彩画是以水为基础的。水不仅在稀

释颜料中起作用，而且还在保湿，粘合，洗涤和洗涤中起作用。
在水的作用下，有一种无限的空气灵感。水的溶解性使得有色颗
粒自由流动。在水的作用下，颜色滋润。这些精致纹理的效果产
生了各种不可预测的艺术品味，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当然，水彩画中使用的水必须恰到好处。否则，很容易产生干，
硬的效果，画面呆板和死气;从而毁掉整张作品。 

康定斯基说：“色彩是一种直接影响心情的手段。”同样，色
彩的光影和冷暖也是水彩画的动人元素之一。虽然颜色规则与其
他彩色绘画相同，但水彩颜色的纯度不可避免地因为添加水分而
被减弱。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太过追求丰富而逼真的效果，
如油画。它有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水彩画是在水和颜料之间找平衡。它是区分水彩画与其他绘

画作品的基本要素。水和色的独特性体现了水彩艺术的形式表达
和语言特征，突出了艺术家的绘画思想。材料的多样性和美学的
变化激发了水彩画家的创作灵感，拓展了水彩画的表现风格。要
创作水彩艺术，我们应该尊重水彩画原始语言的特点。“水”，“色”
和水色的结合，不忘原始的心，基于民族文化，立足于时代的社
会，用中国的声音和中国形象描绘水彩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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