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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美术课”属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专业基础课。
其中包括素描、色彩以及素描与色彩实习，另外还有相关理论课程。
“建筑美术课”从梁思成先生创办建筑系之始就奠定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后经吴良镛先生及历届领导
的关心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不断地建设，延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传统。
我国目前的美术院校、艺术设计院校及建筑院校都开设有素描和色彩课，虽然大都属于专业领域的基
础课，但由于专业性质的不同，教学任务也各自有别。
建筑美术课的培养对象是未来的建筑师，并非美术工作者。
其教学的目的、任务、内容、方法等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课时设置少，教学任务重；短期内既要使学生掌握绘画艺术的规律与技巧，还要提升相应的审
美素养；其次，绘画训练以写生为丰，教学内容偏重室外建筑与风景。
为了使学生获得对绘画艺术的全面理解以及对绘画因素内在关联性的认识，我们的素描课长期坚持采
用“全因素素描”教程；色彩课则允许在水粉、水彩两种绘画材料中进行选择，可使学生更全面地掌
握色彩特性与表现技法的关系；绘画方式坚持以客体为依据的写实风格，旨在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客
观世界，扎实地训练基本功。
虽然多数学生在入学前没有任何美术基础，但自身的知识水平、学习能力及毅力使他们在入学后能够
快速投入到美术课的学习中，短时期内获得明显收效。
本书收录的学生优秀作品仅仅是累计学习16天美术课所达到的水平。
这些成果具有的说服力有目共睹。
历年来我院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的美术教师不乏名师大家，面对没有任何绘画基础的学生，始终以开启
学生思维、激发学生情感为目标，关注大多数同学对造型、色彩基础的理解掌握。
他们的专业水平以及教学责任心，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本书中收录的作业虽多以中短期为主，但水平已超出基础训练的水准，体现出了学生通过有效的训练
在绘画艺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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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清华大学广义建筑学系列教材”配套参考书，也是国家“985工程”二期清华大学本科人才培
养建设项目教学用书。
该校的“建筑美术”课从梁思成先生创办建筑系之始，就奠定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后经吴良镛先生
及各届领导的关心、师生的共同努力，不断建设和延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传统。
    全书分五章阐述。
第一章概述。
主要介绍了色彩课教学任务与安排、色彩学、色彩形成的基本原理、色彩基本常识、色彩观察、色彩
表现与应用。
第二章表现技法。
主要介绍了水彩画技法和水粉画技法。
第三章色彩写生。
主要介绍了静物写生和建筑与风景写生。
第四章为作业点评。
第五章为作品欣赏。
    本书文字简练透彻，深入浅出，又句句到位，是教师多年教学之经验和绘画技能的精华总结，可作
为建筑类院校建筑美术课教学参考用书及教材，也可供美术爱好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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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色彩课教学任务与安排  第二节  色彩学  第三节  色彩形成的基本原理    一、光    
二、视觉    三、物体  第四节  色彩基本常识    一、色彩三属性    （一）色相    （二）明度    （三）纯度  
 二、色彩冷暖    三、色彩混合    四、三原色    五、间色    六、复色    七、补色    八、色相环与色立体  
第五节  色彩观察    一、色彩分析    （一）光源色    （二）物体色    （三）环境色    （四）大气色    二、
观察方法    （一）整体观察    （二）对比观察  第六节  色彩表现与应用    一、色彩的协调与和谐    （一
）色彩对比    （二）色彩组合    （三）色调    （四）灰色    （五）色彩平衡    （六）色彩节奏    （七）
色彩情感    二、调色    （一）普通调色    （二）渗化调色    （三）重叠调色    三、色与形第二章  表现
技法  第一节  水彩画技法    一、工具与材料    二、干画法    三、湿画法    四、填色法    五、特殊技法    
六、从明到暗的画法    七、用笔  第二节  水粉画技法    一、工具与材料    二、薄画法    三、厚画法    四
、从暗到亮的画法    五、用笔第三章  色彩写生  第一节  静物写生    一、水彩静物    二、水粉静物  第二
节  建筑与风景写生    一、建筑与环境片段    二、水彩风景    三、水粉风景第四章  作业点评第五章  作
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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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色彩学如果你能不知不觉地创作出色彩杰作来，那么你的办法就不需要色彩知识。
但是，如果你不能从没有色彩知识的状态中创作出色彩的杰作来，那么你就应当去寻求色彩知识。
——约翰内斯·伊顿(瑞士)色彩学理论研究历史悠久，早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光与色的探索。
学者亚里士多德提出“光就是色”的理论。
文艺复兴时的巨匠达·芬奇认为，原色色彩是由光的白色、大地的黄色、水的绿色、空气的蓝色、火
的红色加上黑色所组成的。
科学家卡迪尔对火空中的彩虹用数字的方式证明了其产生的原因。
直至17世纪，光学发展进入了辉煌时代。
1666年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用他划时代的实验，证明和解释了太阳光是包含了整个光谱的白光，而物
体的颜色是对太阳光的反射而产生的，这一革命性的发现终于使色彩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到了19世纪，人们对色彩理论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创立了形形色色的视觉论。
如大文豪哥德发表了色彩论，龙格与朔彭豪尔也相继发表了色彩理论。
在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下，一批艺术家纷纷走向了大自然，研究外光下的色彩变化。
这就是美术史中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们。
他们为色彩学提供了大量的实践论证。
之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生理学家进一步验证了视觉生理现象，证实色彩是人的眼睛特有的生理
构造和大脑对电磁波信号加以处理的结果。
色彩不仅具有物理性，同时具有视觉与心理效应。
由此可见，色彩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
物理学家研究了光谱、色光混合、光波频率、光波长度以及色的标准分类。
生理学家研究了光与色对我们眼与脑的各种效应。
心理学家研究了色彩对人们的精神影响。
化学家研究了颜料的分子结构。
最后，艺术家、美术家们更感兴趣的只是寻找色彩的表现效果。
时至今日，色彩学的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与探索之中。
对于我们，研究色彩原理与知识，目的在十指导绘画实践。
我们既要认识客观世界，又要认识自己，并且要将科学的、感觉的知识融汇起来。
想要科学地认识了解色彩学，就需要横跨物理、生理、心理三个方面的学术领域。
第三节  色彩形成的基本原理一、光光是产生色彩必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光就没有万物的色彩，失
去色彩，世界将失去美丽与生机。
人们凭借光才能见到物体的形状与色彩。
当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你只能触摸到物体，而见不到它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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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建筑美术教学参考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色彩教程》是清华大学广义建筑学系列教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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