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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六朝，著名水粉画家，1952年生于河北文安。
现为河北省水彩、水粉画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基础教学，精于水粉画的色彩和技巧
运作。
其作品的绘画语言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加以有机的融合。
观其水粉作品，既非常客观，又颇具主观，画风严谨淳朴而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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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觉“触摸”与“传达”二、风景中的人物、动物捕捉三、写生的方法与步骤 四、求得景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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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因素和抽象因素十、风景写生与风景创作的区别十一、风景画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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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视觉“触摸”与“传达”    观察对象的方式决定着眼睛的审美发现和头脑的思维方式
。
观察对象绝不是被动呆板地去看对象的外表，而是用敏锐的眼光主动地去搜寻、去发现、去追逐物象
内在的美。
在捕捉物象之美的刹那间，便可依据敏感的视觉来判断物象的形状、结构、比例等特征。
这种快速传达方式我们称之为“视觉触摸”，它虽不如切身接触更直观，但作为一种最快捷的感知方
式，往往是我们认识事物的第一步。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体现了视觉在人们认知过程中的优势作用。
    作为画家艺术观察行为的工具，视觉不仅能在观察对象时触摸其外表，同时又将所见信息传达给大
脑，借以发现并归纳出对象的造型特征、动态规律、色彩明暗、冷暖气氛等“有价值的因素”。
大脑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揣摩、筛选与组合，确定出以画者本人的审美判断为出发点的基本画面构成。
而将这些构思内容付诸笔端，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画者先前形成于头脑中的创作意图在具体的创作中被不断修改与重组，以期达到更加完美的视觉效果
。
这一过程中，画者正是借助于视觉感受来确定画面的效果是否既对比又和谐，既符合客观审美规律，
又合乎主观审美理想。
因而可以说，作画的过程也是一个视觉传达的过程。
    视觉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对物象关键部位的把握上，比如物与物之间，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使物
象之间既对比又和谐地统一于画面之中，而不是程式化的简单组合。
绘画本是一种视觉艺术，却能在无声的平面中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这种艺术欣赏中的“错觉”
的产生，同样离不开由视觉触摸到视觉传达再到审美感悟的过程。
    画者对美的认识，来自于他的审美眼光、艺术品味、绘画技能等诸多方面。
因此，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艺术修养，练就睿智的双眼和敏感的悟性，才能在乎凡的生活和复杂的自
然当中去发现和捕捉对象生动的神韵。
                    二、风景中的人物、动物捕捉    在风景画写生中，常会在视野中出现一些动物(如草地上的牛
羊，天空中的飞鸟)，把它们摄入画面，不但能增添画面的生动感而且还增加了画面亲切的自然气息。
    风景写生在捕捉运动中的人与动物确有一定的难度，这不仅需要画者了解人与动物的基本形态与结
构，还需了解运动的姿态和规律。
我捕捉这些内容时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把人与动物置于画面的主要位置，作为画面的主角来经营；二
是把其置于画面的次要位置，用它们来点缀画面。
两种方法在具体操作中都需有一定的技巧，这种技巧会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具备。
    我的画中常出现牛、羊之类的动物，它们多是出现在画面的中心或显眼的位置，这样的画面，我一
般是在发现这些动物后，认真地在画纸上记录它们的动作特征，然后用很薄的颜色画上它们的色彩。
画完这些后，我再寻找适合这些动物的景物加以补充，并按所配景物的光色和环境来补充动物的光照
方向摄取环境色，使动物与景色融合为一体，这种方法即先画动后画静，由于受动物一闪即逝的影响
，有时还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画面效果。
(图1、图2、图3)    还有另一种情况，有时在写生的景物画完后，还感觉景物中有些地方似乎缺点什么
，比如构图上空洞、色块上缺少对比等，便画上些人或物以做画面的最后点缀。
一般这种情况下，画的东西较小而且不深追究其细节，感觉到了便可收笔。
(图4、图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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