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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水彩画的表现方式与审美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设计艺术中。它作为一个传统性的绘画学科为现代设计艺术

提供了丰富的表现空间, 使设计艺术除去功能之外带有思想、观念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特色,提升了现代设计艺术表

现的精神品格。同时也为水彩画本体语言的拓展和完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缘, 使水彩画美学价值有了新的阐释,

并带来了设计艺术基础教学的一些变革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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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传入中国 ,已有百年的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表现

形式, 水彩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已成为中国主流美术之

一。水彩画发展到今天呈现两种趋势, 一方面以独立创作艺

术作品的传统方式存在, 另一方面水彩画的表现形态、技法

与艺术语言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艺术设计、建筑设计表现、动

漫表现等设计领域中。对水彩画在设计领域的应用进行归

纳和研究, 有利于水彩画艺术向现代转型, 拓展水彩画的研

究层面, 有利于水彩画的学科建设和设计基础教学课程的调

整。

一 � 水彩画表现形式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的作用
与意义

水彩画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的表现作用研究的范畴, 是基

于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需求, 以及

中国水彩在新时期发展的自身要求。最大范围地整合与水

彩画相关的, 受水彩艺术影响的一切艺术门类和边缘学科的

学术能量, 实现水彩画艺术审美创造范畴的延伸与扩展, 有

利于促进中国水彩画的社会影响力。同时, 水彩画在现代设

计艺术中的发展, 具有巨大的经济学价值, 有助于水彩画艺

术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水彩画艺术风格轻快、适应性强、具

有现代性, 在现代艺术设计应用领域里充分显现人文关怀的

美学特色。总结水彩画在设计领域发展的历史轨迹, 有利于

中国水彩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壮大,是构建中国水彩画体系

的基本前提。

二 � 水彩画表现形式在现代设计艺术中的广泛

应用

水彩画作为现代设计的一种表现方式, 其应用的范围越

来越广, 已涉足一切与设计相关的领域, 如平面设计、建筑设

计、工业造型、环境艺术、动漫设计、园林设计、媒体传播、商

业插画、书籍装祯、规划设计、舞台美术等, 并在广泛的应用

当中形成了水彩画表现语言的丰富性、可塑性与实效性, 水

彩画应用的功能性得到了显著提高,为现代艺术设计表现提

升了精神品格。

1、水彩画表现形式使现代设计表现达到  真实!

水彩是具有表现力的设计工具。水彩颜料作为设计图

表现的传统材料, 一直沿用至今。水彩画透明性特点使设计

表现形成一种独特美感的视觉表达,并使设计表现的内容反

应真实, 能够准确地传达设计者的创意 ,客观地表现出产品

设计的完整造型、结构、色彩、工艺精度, 从视觉的感受上,建

立起设计者与观者之间的桥梁。常用的表现方式如铅笔淡

彩、钢笔淡彩、水彩画直接表现、水彩综合材料表现等, 特别

对玻璃、金属、反光面等透明物体的质感表现具有独特作用。

2、水彩画表现形式是现代设计中便捷的传达工具

现代产品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有好的创意和发明, 必须

借助某种途径表达出来 ,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无论是独立的

设计, 还是面对客户推销设计创意, 必须在互相交流中把客

户的建议立刻记录下来或以图形表示出来。快速的描绘技

巧便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而水彩正是具有这样便捷的

传达性, 它通过其快干与色彩层次丰富的特点达到快速表达

产品形象的目的。

3、水彩画表现形式使现代设计产生  美!

设计效果图虽不是纯艺术产品,但必须有一定的艺术魅

力。便于同行和生产部门理解其意图。优秀的设计图本身

是一件好的艺术品, 它融艺术与技术为一体。表现图是一种

观念, 是形状、色彩、质感、比例、大小、光影的综合表现。设

计师为使构想实现,被接受, 除了一个好的构想,还须有说服

力。在相同的条件下, 具有美感的作品往往胜算在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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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想说服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美观的表现图能轻而易举

达到目的。设计作品要成功就不能疏忽美感, 具有美感的表

现图简洁、悦目、切题、干净、有力。而水彩在表达  美!的方

式上, 无论从表现技法与材质美感上来说都有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

4、水彩画表现形式使现代设计具有说明性

最简单的图形比单纯的语言文字更富有直观的说明性。

设计者要表达设计意图, 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提示说明, 如草

图、透视图、表现图等。水彩表现图更可以充分地表达产品

的形态、结构、色彩、质感、量感等, 还能表现无形的韵律、形

态、个性、美感等抽象的内容。水彩表现图具有高度的说明

性。

三 � 水彩画在现代设计艺术中表现作用的主要

观点
第一, 对水彩画美学价值的新的阐释。按照传统的理

解, 水彩画的美学价值往往只能由水彩画作品来体现, 但事

实上水彩画的美学价值已经渗透到了各种现代艺术设计活

动之中, 人们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运用水彩画的某些美学标准

和美学元素进行相关的艺术设计活动。[1]对这些相关联的艺

术设计现象进行系统的应用性的研究, 无疑能对水彩画美学

价值做出新的阐释, 构建一种新的水彩画美学价值观念。第

二, 对水彩画本体语言的丰富和补充。水彩画在影响现代艺

术设计门类时, 现代设计艺术门类也会反过来对水彩画产生

影响, 那些积极因素就会被吸纳并内化成本体语言 ,使其语

言体系得以日益丰富。第三, 开发满足不同层面审美需求的

市场功能。尽管水彩画平易近人, 易被接受, 但作为纯粹的

美术作品, 在功能上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无法满足更多观

众的审美需求。通过对水彩画在现代设计艺术中表现作用

研究, 将水彩画的美学理念贯彻到各类应用性艺术门类中

去, 最大限度与审美需求相合拍, 在水彩艺术推广中营造经

济市场, 产生经济效应。第四, 对文化内涵的全面把握。文

化是一个大的背景, 对待不同文化尤其需要冷静客观的关照

态度。水彩画应用研究强调结合日常生活的具体设计性艺

术, 为全面把握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实践机会。第五, 对创作

主体艺术观点的提升和完善。水彩画的审美情趣, 创作理

念, 艺术观念导入到设计性艺术中, 在更广阔的平台上, 从根

本上影响着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思路和审美取向, 也在客观

上对创作主体的艺术观念产生了提升和完善作用

四 � 水彩画表现形式在现代设计艺术基础教学

中的渗透
从现代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的现状分析, 作为艺术

设计基础的色彩课程教学,主要是以水彩画教学的方式完成

(水粉画从概念上属于不透明水彩, 归于水彩画范畴 ), 并以

色彩归纳写生的理念,通过水彩画的表现方式增强艺术设计

专业对色彩学知识的了解, 尤其对色彩构成、分析、对比、冷

暖和象征意寓的理解和掌握。对色彩理论的认知, 有利于明

确把握和积累色彩经验,但不主观灵活地运用往往会使设计

作品显得呆板、程式化, 缺乏新意,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学习和

掌握色彩的主动性, 无助于对色彩学知识的理解, 更束缚了

艺术设计能力与审美的自我提高。  物在灵府, 不在其目,故

得于心、应于手 !。[ 2]要真正提高色彩的审美能力与表现方

式, 重在用心去理解和思考, 不在于技巧的重复和堆砌, 否则

一旦表达的工具、对象变了, 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在

艺术设计色彩基础教学领域中,对水彩画表现方式的理解和

掌握能够丰富设计思维、提高审美的判断能力和倡导创新的

变革精神, 水彩画表现方式的学习和掌握直接关系到今后设

计作品中色彩修养和创意水平的高低。无论是水彩画作品

还是设计艺术作品,我们用水彩画的表现方式与审美来传达

个性、情感与观念,无疑显现出人文关怀的美学特色, 使艺术

设计作品除去功能外,将带有思想和灵魂。

水彩画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早已被推广

到世界各地, 地球村的概念使水彩画具有世界语的认同性,

得到世界人们的喜爱。从美学的角度看, 水彩画作品具有视

觉上的美感享受、文化熏陶、教育启迪和艺术家自身的精神

追求等功能。这些因素 ,构成了水彩画作品的价值。而与商

业结合的  商业水彩画!即水彩设计表现图丢弃了传统艺术

作品中过多的文化负重, 注重审美功能上的直接视觉享

受。[ 3]水彩作为一种传统艺术,本身不具有时尚性, 但是随着

现代设计发展其表现功能不断扩大,所涉入的领域越来越宽

广, 水彩在现代设计艺术表现等应用性学科上具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它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给现代设计艺术创作带来

无限的灵感。在现代水彩画教学体系中, 把水彩画教育导入

现代艺术设计、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动漫设计等设计专业基

础教学与专业教学, 为水彩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也丰

富和完善了现代水彩画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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