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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识油画风景

第一节　油画风景的发展与演变

第二节　油画风景写生的独特魅力

          一、风景写生中的油画形式

          二、油画风景写生是画家的生活日记



教学目标

《油画风景教程》针对全国专业美术院

校油画专业和各综合大学艺术学院油画专业

的本科生和实践型硕士研究生。通过对本教

程的学习能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油画色彩

体系的基本方面，掌握油画风景写生和创作

的基本理论，提高实际动手能力，使学生基

本掌握油画风景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

教学重点

了解东西方审美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绘

画方式和创作体系。

教学难点

学生对风景的观察能力、色彩规律的掌

握以及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的探索。

建议课时

576 课时（一年级 128 课时、二年级 128

课时，三年级 128 课时，四年级 192 课时。）

第一章　初识油画风景

第一节    油画风景的发展与演变

追溯源头——风景画是反映自然美的艺术形式。中国的

山水画讲“山水以形媚道”，人们希望在其间“卧游”或“畅

神”。成熟的山水画（风景画）往往取决于画家的学识，呕心

沥血之精品往往表达的是画家的心象——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后的意象。中国的山水画始于魏晋南北朝，现存最早的山水

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展子虔    《游春图》   隋代     

乔尔乔内    《暴风雨》

一般认为西方最早的风景画是描绘庞贝城的海景和果

园的壁画，但笔者认为应该是罗马公元 1 世纪前后《奥德塞

巡游地府图》（见李浴著《西方美术史纲》144 页文字及图

136）。该画点景人物不到全画面的十分之一，树木岩石刻画

得栩栩如生，应该视为西方最早的风景画，比 1504 年乔尔乔

内的《暴风雨》早一千多年。实际上，西方风景画与中国山水

画都是在公元 100 年前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

《奥德塞巡游地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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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 

拉斐尔　《雅典学院》

人文精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思想得到发展，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瓦萨利《美术家传》

中的乌切洛整夜在研究透视。达 • 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等作品的背景，显示

出焦点透视的强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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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　《蒙娜丽莎》 

勃鲁盖尔　《绞刑架下的舞蹈》　1568 年

在提香和乔尔乔内

的作品中，人与自然的

和谐反映出文艺复兴时

期的人文精神。乔尔乔

内 1504 年作的《暴风

雨》对暴风雨前景象的

自然主义描写，受到人

们的欣赏，展现了神秘

莫测而多样的大自然。

格列柯的《托列多

风景》已作为纯粹的风

景画出现在油画艺术的

历史舞台上。此画具有

强烈的象征意识，极大

地拓展了风景画的精神

内涵。

北欧尼德兰的勃鲁

盖尔的《绞刑架下的舞

蹈》《冬猎》，画中的

人物已成为点景人物。

他对油画风景有很大的

格列柯　《托列多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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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树。勃鲁盖尔可以称为尼德兰人文主义风景的真正创始人。他的作品农村生活趣味醇厚，艺

术风格质朴亲切，仿佛散发着北欧农村泥土的芬芳。他于 1567 年所作的《暴风雨》是欧洲最

早描写海洋的风景画。

古典情怀——17 世纪普桑的风景画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他的艺术风景是肃穆、恬静

勃鲁盖尔　《冬猎》　1565 年

 霍贝玛　《乡间小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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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面多为幻想式的风景，使观者如身处世外桃源。普桑的风景画大多掺杂着神话与历史典故，带有怀旧和理想主

义的意味。他的风景画成为法国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典范。稍后的著名风景画家洛兰的作品更是继承了理想主义的衣钵，

创造了浓郁的抒情诗般的画风。

赞美生活——17 世纪佛兰德斯的画家创作了不少热情洋溢并充满生命活力的风景画。在 17 世纪的荷兰，新生

市民阶层的兴起，使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等制作精良的小幅油画受到广泛的青睐，风景画作为独立的绘画样式和

体裁已完全确立了它应有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专职从事风景画中某一项专门内容的画家，比如有以描绘牧场生活见长

的普特，专画海洋的委里基尔，有描绘收割、狩猎等生活风景的乌渥尔，还有著名风景画家霍贝玛。霍贝玛的《乡间

鲁伊斯达尔　《波涛汹涌的海岸》

小路》因其美妙的纵深感，而成为焦点透视的典范。作品明快的色彩也给后人以启发。鲁伊斯达尔的《波涛汹涌的海

岸》则有着强烈的气势和美感。伟大的伦勃朗充满人性和戏剧情感的风景画《石桥》更是炫人眼目。天才画家维米尔

在《德尔夫特一条街》《德尔夫特的风光》这些平凡的绘画题材中展现了人们质朴和伟大的精神。在这里，风景油画

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和诗一般的意境。 

浪漫乐章——18 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充满着幽深淡远、沉思冥想和宁静肃穆。

他的风景画反映出当时浪漫主义的情趣，通过聆听舒伯特的歌曲，我们对那种意境是较为熟悉的。他画的一幅光秃秃

的山地景色甚至可以使我们回想起近乎诗意的中国风景画的精神。19 世纪英国伟大的风景画家泰纳，运用丰富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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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　《石桥》　1683 年

维米尔　《德尔夫特的风光》　1668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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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太勃尔    《干草车》

彩和表现手法，创造性地表现了光与影、空气与

速度，将工业革命的题材也引入了风景画创作，

如铁路、轮船、港口等。尤其是他运用创造整体

绘画氛围的“感觉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一

系列著名的作品。他是把大自然诗化与幻想化的

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代表。而同样采用抒情画风的

英国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其创作手法却偏重于

写实，他的作品《干草车》（1821 年作），有牧

歌般清新的意韵，用巧妙的光影处理、生动细腻

的用笔和色彩描绘了英国农村醉人的田园景色。

这两位画家给 19 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和印象主义

画派带来了重大影响。

维米尔    《德尔夫特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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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　《走下汝拉山的奶牛群》

华 彩 乐

章 ——19 世

纪的法国集风

景画之大成，

巴比松画派风

景画家辈出。

卢梭的作品深

厚、淳朴、庄

严。他的《走

下汝拉山的奶

牛群》《晚霞》

以虔诚的态度

深情表达了对

大自然充满激

情的赞美。
卢梭　《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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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罗容　《羊群》

特罗容是以描绘动物与自然风景见长

的画家，他的作品《羊群》将逆光下的村

舍和羊群描绘得生动感人，《暴雨将至》

如实记录了暴风雨来临前的一切。

伟大的风景画家柯罗面向自然、对景

写生。他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富于音乐感和生活趣味。其代表作《蒙特

枫丹的回忆》《林妖的舞蹈》等作品，对

印象画派画家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特罗容　《暴雨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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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罗　《林妖的舞蹈》

柯罗　《蒙特枫丹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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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　《春天》

库尔贝　《雪》 库尔贝　《林间》

农民画家米勒的风景画《春天》，将理想美和现实美结合得天衣无缝，意境深邃抒情。

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风景画《雪》《林间》以写实的手法打破了古典的陈规，创造了强有力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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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坦　《弗拉基米尔之路》

俄罗斯风景画——俄罗斯风景画家列维坦抒情而略带忧郁的风景画曾对中国的风景油画产生过巨大影响。《弗

拉基米尔之路》《金色的秋天》显示了俄国风景画派厚重、深沉的艺术风格。希什金、库因治、谢洛夫、萨甫拉索夫

都有表现俄罗斯壮美山河的风景画。值得一提的是，俄国人学习西欧的油画技术，在风格上和情趣上却体现了俄罗斯

民族的特色。他们将西方油画技术、俄罗斯民间美术以及对现实景色的感悟结合得天衣无缝。

列维坦　《金色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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