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水彩艺术在我国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将西方的语言表达与中国的传统艺术相结合，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水彩创作者运用多种艺术表达方式，使水彩画朝着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文章从当代水彩画的精神内涵出发，详细分析当代水彩画的精神内涵与语言

表达特征，探讨当代水彩画传承与发展的历程，以促进水彩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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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水彩画的精神和语言探索
陈  捷，孔  静，刘标斌

水彩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注重艺术作

品的意象和韵味，在十九世纪末传入我国，在我国已经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不断地创新与完善，已经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当代的水彩画，参考中国传统绘画的

意味与西方绘画的技巧，将两者巧妙融合，创造出巨大

的艺术价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推动了水彩艺术的

发展。

一、 当代水彩画的精神内涵

当代水彩画的发展需要与实际生活相关联。一幅优

秀的水彩画作品，观者可以从作品中领悟到水彩创作者

想要抒发的情感，需要用精神来感受意境。水彩画有明

显的抒情性、写实性，水彩创作者要做到触景生情，学

会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美，做到大胆创新，将生活中发现

的美转变成水彩艺术，挖掘日常生活中美的精神内涵，

通过自己的感悟，利用水彩的技巧，将自己的情感传达

给观者。创作者追求意境美，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培

养优秀的审美观以及艺术素养，利用水彩画寄托自己的

思想以及精神世界，在精神建设的过程中，向西方优秀

的水彩画作品进行借鉴，不断地进行创新，丰富水彩画

的艺术表达形式；将中西方水彩画中的精华融合，还要结

合时代发展的特点，使水彩画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

气息。每一幅优秀的水彩画作品都蕴含着水彩创作者丰

富的思想感情，作者利用水色交融的方式，进行精神内

涵的表达。水彩画的艺术价值是由创作者的精神层次以

及高超的绘画技巧所构成的，创作者精神层次的高低是

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以及情感所构建的。高超的绘画

技巧是创作者经过大量的实践、反复地测试、不断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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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绘画技巧。

二、 当代水彩画的语言表征

水彩作品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干扰，通过对水彩

画艺术的深入研究，从水彩画作品的表现内容、表现手法、

表现情感等方面进行分类，水彩画的语言表征大致可分

为三类。

( 一 ) 抒情性语言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国自古以来最讲究写意，

绘画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末水彩画传入我国并普及，

其以清新、明亮、写实为主旋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善，

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色，吸收了西方绘画技法，两

者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水彩画与我国本土的水墨画都

是以水为媒介进行绘画，水与色相互交融，水的透明度

会使得色彩、画面显得湿润、透彻，更具有渲染能力，

使得画面更具有朦胧、飘逸、空灵的意象美，抒发出作

者的情感，使得整幅画面的韵味油然而生。水彩画艺术

作品中的感情以及韵味，使画面具有包容性，采用细致

入微的抒情性语言，将观者带入作品的意境中，感受水

彩创作者的情感表达。

( 二 ) 写实性语言

水彩画传入我国的时候，就是以写实的艺术风格普

及。传统的西方水彩画以色彩绚丽、水色交融、刻画写

实逼真为特点，强调整体氛围，画面具有生气，展现了

宏大、简约的古典色彩。中国的水彩画遵从了传统创作

模式，大多数依旧采用写实的艺术风格，写实性的语言

可以体现出水彩创作者高超的技法，将传统的写实技法

与写实艺术相结合。水彩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要善于挖

掘视觉所看到的真实信息，并表现出来，善于对日常事

物进行捕捉，注重细节的描写，真实细腻地将写实边界

不断扩展延伸。利用水彩画的写实性语言进行描绘，并

对画面进行模糊处理，注重画面的主体，赋予一定的仪

式感，合理利用构图方式，给人带来震撼的视觉感受，

强调了水彩画的韵味和美感。

( 三 ) 多样性语言

水彩画艺术在我国的绘画艺术中占据一定地位，随

着时代的发展，水彩画艺术的语言也呈现出了多样性。

水彩画语言的多样性包括装饰性、象征性、鲜明性等。

三、 水彩画的语言表达技巧

水彩画一般分为透明水彩画法与不透明水彩画法。

随着水彩画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对技法、材料、艺术风

格等进行创新，扩宽了水彩画的领域。水彩画的表达技

巧分为干画法、湿画法、对水分的把控、留白处理等，

还有一些特殊技法，如油渍法、撒盐法、刮刀法、蜡笔法、

喷水法、对印法等。

( 一 ) 干画法

干画法被称为干接法或者叠色法，是水彩画的一种

绘画技巧，是一种多层次绘画的方法，利用层层叠涂的

方式进行。使用干画法时，需要等前一层的颜色干透后，

再涂第二层颜色，层层叠加，每一层都会有较为清晰的

界限，产生丰富的层次，要求落笔时要饱满、准确，不

可以在第一层颜色没有干透的时候涂色，这样会使底色

晕染，使得画面变脏、变乱，也不宜叠加的层次太多，

会使得画面略显厚重，干画法易于掌握，不会造成颜色

相互融合的现象。干画法的绘画步骤可以分为层涂、罩色、

接色、枯笔等。层涂是指第一层颜色干后，再进行重叠

涂色，根据画面对层数进行要求，不宜层叠太多，否则

会导致画面略显厚重，失去了透明度。罩色是指画面颜

色不统一时，采用罩色的方法，使颜色达到统一，罩色

范围比层涂范围大且更具体。接色指相邻的两块颜色进

行涂色，色块不可以相互融合，达到边界分明的效果，

一般利用接色可以使得绘画主体的轮廓鲜明。枯笔是指

用蘸墨较少的毛笔进行绘画，使用枯笔时速度一定要慢，

要注意出现飞白的现象。

( 二 ) 湿画法

湿画法是利用水分将两块颜色结合在一起，充分发

挥出水色流动的感觉，可以用来表达一些朦胧的意象。

作画时要蘸取大量的水分，在前一层的颜色还没有干的

时候，立刻叠加第二层，使得层与层之间的衔接自然。

湿画法比干画法更难掌握，需要注意掌控水分以及下笔

的时机往往需要多次尝试才可以做到。湿画法更易表达

水彩创作者的情感，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表达出意境，

最能抒发水彩创作者的情怀。绘画时让笔墨的浓淡干湿

衔接自然，使得整体绘画灵动，做到自然。湿画法可以

分为湿的重叠和湿的接色。湿的重叠是将画纸的整体或

者局部浸湿，在第一层颜色未干时进行重叠着色，要把

握好水分以及下笔的时机，一般用来表现光滑细腻的物

体或者一些特殊的场景，以及朦胧的气氛，例如雨、雪、

雾等。湿的接色是利用水分将两块相连的颜色进行交接，

使得边缘模糊，相互渗化，接色时一定要注意水分要均匀，

使得两者相互交接，避免出现冲流现象，一般多用于表

达渐变或者柔和的色彩，如远景、反光以及物体的影子等。

创作水彩画时，一般采用湿画法与干画法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干画法表示具体的形象，湿画法表示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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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干湿相互交融，灵活运用。当只采用一种画法进

行绘画时，会使得画面单一、生硬。只采用干画法进行

绘画时，画面往往过于干涩、生硬，缺少意境美；只采用

湿画法进行绘画时，画面往往太过湿润，不能明确绘画

的主体，没有力度。将干画法与湿画法相结合，将具体

的形象与抽象的意境融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 三 ) 对水分的把控

对水分的把控是水彩画中的三要素之一，在水分的

把握上要充分利用水的流动性，展现水通透的感觉，水

分的把控在水彩绘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水分的掌握

要注意物体、下笔的时机、温度以及环境的变化。在对

细腻的物体进行绘画时，用水要较少，对粗糙的事物进

行绘画时，用水要较多。在绘画过程中，下笔的时机是

一件很难用言语表达的事情，必须通过大量的实践，才

能进行判断。如果叠色过早，就会出现水渍，使得主体

渗化，失去了边界轮廓；如果叠色过晚，就会出现水渍斑

驳的现象，使得两块颜色相互交融，画面变脏，衔接僵硬、

不自然。

( 四 ) 留白处理

在水彩艺术中，留白的处理也是一个重要的难点。

如果色彩掌控较好，但是留白处理效果差，会导致整幅

画生硬、死板。适当的留白处理可以渲染整幅画的意境，

使整幅作品看起来更协调，可以使观者的目光自然地放

在主体的表达上，留下想象空间，使得整幅画面灵活、

生动；没有留白处理或者不恰当地运用留白处理，会导

致整幅画面太满，带给人压抑感，使得画面破碎、杂乱，

没有意象。留白处理是水彩绘画中最常用到的技法。需

要注意浅色的颜料不可以覆盖深色的颜料，对深色的颜

色需要进行一些留白，添加一些浅色的颜料，会使得整

幅画的轮廓更加鲜明，色彩更加丰富。可以采用留白胶，

对水彩进行留白处理，需要注意的是，留白胶要等到自

然风干之后才可以铺色。

四、 中国水彩画的传承与发展

水彩画最早可以推及史前时代的洞穴壁画，公元九

世纪的细密画是水彩画的最初版本，由水彩与铅白混合

而成；十八、十九世纪水彩画开始兴起，随后到十九世纪

末水彩画已经趋近完美，发展出完整的体系，在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西方传入我国。到如今水彩画在我国

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经过不断的创新与完善，水彩画

的突破了传统的界限，以水为稀释媒介用颜料进行艺术

创作。水彩画具有色彩鲜明、形式多样等特点，摆脱了

水彩画价值被低估的局面。传统水彩画以写生为主体的

艺术表达方式，素材一般为风景以及静物，主观性较弱，

缺乏创造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者开始逐步

进行创新与改革，大量艺术人才涌入水彩画领域，这些

艺术人才原本是从事其他绘画领域的，从其他绘画领域

转到水彩上，如国画、油画、水墨画、版画等，或者从

事其他的民间艺术，消除了艺术界限，从其他绘画领域

中汲取精华，再与水彩画有机融合，扩展了新技法、新

理念、新艺术形式等，丰富了艺术表达形式，使得水彩

画开始被艺术界重视，我国的水彩画出现了“争奇斗艳”

的现象。随着水彩画在我国的创新发展，水彩画在我国

的艺术领域占据了一定的席位，摆脱了传统创作模式的

特点，强调个性化、创造化的发展。但是中国水彩画的

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虽然许多艺术人才涌入中

国水彩画领域，但是部分艺术人才并不熟悉水彩的使用，

无法与自己之前所学的绘画技巧相结合，导致不能适应

水彩绘画的技巧，不知如何下手。部分水彩创作者依旧

采用传统的绘画模式，不知道如何创新，使得大多数的

水彩艺术作品千篇一律，缺乏创造性；或者是太过于注

重个性化的发展，只是炫技，滥用一些新的绘画材料，

不注重思想、意境的表达，使得水彩画的意味流于表面，

缺乏深度。

综上所述，水彩画的创作要具有精神内涵和语言表

达，在此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创新，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将中西方的艺术精华相融合，展现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水彩画。文章详细分析了水彩画的语言表达特

征，分为抒情性语言、写实性语言、多样性语言，探索

了语言表达的形式。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感悟将

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相连接，运用水彩的艺

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进行艺术创作，了解水彩

画在我国的发展以及创新，论述水彩画的精神内涵。[ 作

者单位系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基金项目：广西

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2020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

力提升项目“当代语境下广西水彩画的地域性创作研究”

（2020KY37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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