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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油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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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校长办公室，重庆400030) 

摘要：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油画在画坛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两种表现相同的对象却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的艺术形式，在各 

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情趣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出发分析和比较中国山水 

画与西方风景油画发展历程，从而透视中西方艺术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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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起源与发展之异同 

在起源上，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源远流长，独立的 

山水画正式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之间。从东晋画家顾 

恺之《论画》中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 

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得也。此以巧历 

不能差其品也。”⋯可以看出此时的山水画已经初步 

从人物画的陪衬中独立出来，与人物画相提并论。顾 

恺之《画云台山记》是最早就有的有关山水画问题的 

文献资料，文中已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从观察具体的自 

然景物、从生活的深刻感受出发，而进行画面上山水 

的安排与取舍，人物的比例、动态与配置以及远近、背 

景、明暗、色彩等技法的运用。从该文中可了解早期 

山水画理论。南朝画家宗炳《画山水序》云：“且夫昆 

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 

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 

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 

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2 这是我 

国早期阐明透视学原理的精彩论述。到了隋唐时期， 

中国山水画才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成熟，并形成了独立 

画种，并出现了多种风格及流派，代表画家如李思训、 

吴道子、王维、展子虔等一大批山水画大师，并出现以 

李思训为“北宗”画派，王维为“南宗”的画派。展子虔 

的《游春图》不仅在构图、空间处理、技法特色以及物 

象的刻划上都有了精湛的技艺，而且克服了魏晋南北 

朝时期那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群山之势若钿饰 

犀栉”的现象，远近关系也有所解决，反映了隋代或初 

唐青绿山水画的面目。王维山水画创造了诗和画有 

机结合的特色，形成了诗情画意的境界，自此之后，诗 

画结合成了中国画艺术舞台上的一股潮流，也奠定了 

中国山水画有别于西方风景油画的一大特色。五代 

时期在李成、荆浩、关同、范宽、董源的努力下，雨点皴、 

披麻皴、卷云皴等皴法的创造使山水画技法形式产生 

了质的飞跃，作品显示了不同的风格：范宽山水“峰峦 

浑厚，势状雄强”；李成山水“气象萧疏，烟林清旷”。 

“院体”山水画代表人物北宋的郭熙和南宋的李唐、刘 

松年、马远、夏琏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留 

下了《早春图》(郭熙作)，《万壑松风图》(李唐作)， 

《四景山水图卷》(刘松年作)，《踏歌图》(马远作)，以 

及《千里江山图》(王希孟作)等希世珍品。与“院体” 

山水画同时代还产生了“文人”山水画，代表人物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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芾、米友仁父子，他们创立了“米点”水墨山水画。元 

代山水画开拓者赵孟、高克恭和后来并称元四家的黄 

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继承和发展了前人风格，是把 

山水画由“写实”演变为“写意”的过渡阶段，并开启了 

明清山水画纷呈复杂、流派众多的局面。 

西方风景油画最早同样也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 

出现，以人 为主导，景物总是从属于人物。在西方艺 

术史里，我们可以看到 14纪前半叶的意大利壁画，如 

锡耶纳市政厅的《善政图》，和15世纪初期尼德兰的 

抄本装饰画上，已经出现了风景在画面占很大比重的 

作品。这些作品中的风景和早期的中国山水画同样 

的命运，只是作为人物的搭配。从“文艺复兴时期”的 

15世纪起，风景油画逐渐独立出来，到了17世纪的荷 

兰，风景油画作为一个独立画种才达到成熟。荷兰的 

著名画家路伊斯达尔、霍贝玛等对风景油画的发展都 

做出了较大的贡献。路伊斯达尔的《韦克的风车》、 

《阳光乍泻》和霍贝玛《林间小道》表达了他们对自然 

风景的真实感情。在 17世纪的欧洲绘画中，意大利 

的卡拉奇在《逃亡埃及》中，把宗教人物放在画面很小 

的位置，却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意大利那庄严典雅的自 

然风光，这种被称为“理想风景画”的画法后来最终发 

展为欧洲古典主义风景画。这与中国山水画家所追 

求“胸中之丘壑”有几分相似。被称为“法国绘画之 

父”的普桑，在他著名风景组画《四季》(含《春》《夏》 

《秋》《冬》)里，以富有哲理的形象表达出他对自然、生 

命和人类无限深沉的感情。毕生致力于风景画创作 

的克洛德 ·洛兰用逆光表现早晨或黄昏的景色在法 

国极具特色。而在西班牙，格列柯、委拉斯贵支等大 

师也留下了不少传世的风景画名作。到 19世纪初， 

随着便于携带的管装油画颜料的大量生产，艺术家走 

出画室去研究大自然的色光变化顿时成为一件轻而 

易举的事，英国伟大的画家透纳和康斯特布尔，使风 

景油画取得了决定性发展，他们学习荷兰画家的风景 

画，采取直接描写 自然的写生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对后来法国的印象主义画家影响很大。19世纪70 

年代兴起于欧洲画坛的印象主义画派在西方美术史 

上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这派画家的主要代表 

人物有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和后来的塞尚、凡高、 

高更等，印象派画家们不约而同地对自然色光关系的 

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还注意表现高山、大海及 

晚秋、晨雾等前人不曾描绘过的自然景象。以柯罗、 

米莱为首的法国巴比松画派，用自然主义的态度来表 

现风景。由于印象主义画家的努力，风景油画成为绘 

画中的重要门类，到此完成了西方风景油画的发展到 

完善成熟期。 

二、美学思想和创作理念之异同 

在美学基础方面，受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影响， 

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依存的美学基础就有了儒家道 

家思想极深的烙印。春秋时代的孔子在《论语 ·述 

而》中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反映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绘画在内的艺术批评标 

准。在孔子看来 ，艺术品的“美”是以“善”来体现的。 

“善”是艺术的内容，“美”是艺术的形式。内容可称为 

“质”，形式可称为“文”。孔子在《雍也》中云“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只有这样的艺术、内容和形式必然是 

统一的，它的美学价值必然是很高的。作为道家学派 

的老聃，他的美学思想是由来于他的朴素的辩证法思 

想，在老子第二章里说“天下皆知美为美，斯恶已；皆 

知善为善，斯不善已”，表述了二者之间矛盾又统一， 

相互依存的关系。庄周在《庄子 ·天下》中说“其美者 

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表 

现了他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中国山水画逐渐 

从人物画里独立出来的东晋，正是道家思想大行其道 

的时候。道家的那种重“心”略“物”的思想，奠定了中 

国山水画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的重表现而略再现的美 

学观念和基础。这不但体现在作画上，甚至作诗为文 

也将天人之间的灵犀相通视为创作的最高境界。因 

此，在中国山水画里没有必要去讲究作者所描绘的是 

哪儿，谋略寻找作者的视角以及作者作画的立足点， 

都是对中国山水画的误解。因为这不是中国画的特 

点，中国山水画家的心中讲究的就是要容纳天地万 

物，才能做到胸有成竹，胸中有丘壑。所以一个人的 

修养高低就直接决定了他艺术成就的高低。西方艺 

术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神圣 

的价值在人和世界之外存在，需要去看，去听。这样 

的话西方的画家就不会有中国画家的精神境界。生 

活在三世纪的美学家、思想家普洛丁(又译普罗提诺) 

在他的《论美》中提到神：“神才是美的来源，凡是和美 
同类的事物也都是从神那里来。”-3 因此他们在古希 

腊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下形成一种以古希腊文化与 

基督教为依据的美学思想。而根据基督教义的理解 ， 

艺术家对外在美的准确、完美的体现，是想完成对上 

帝的的一种贡献。上帝在他们眼里是世界及美的创 

造者，如此追溯一番就不难理解西方艺术的写实性。 

这些美学思想体现在西方不同文化领域。当然，也是 

西方风景油画的起源和发展的美学基础。这就使得 

西方的早期风景画家在描绘自然的时候忠实、客观表 

现自然。在了解了他们的美学思想之后，对于他们笔 

下刻绘的真实的自然，也就可以领会了。这是与中国 

山水画家截然不同的两种美的认识，表现在艺术上也 

就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 

在创作理念的比较上，中国画强调作者主观思 

想，讲究天人合一、心有万象、天马行空的创作方法和 

心态，并视此为作画的最高境界。“肇自然之性，成造 

化之功。或咫尺之额头，写百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 

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很早以前的中国画论就 

有了这样深刻的阐述，可见中国画的起步就是一种比 

较高级的艺术。元代倪赞自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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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笔墨里渗透的是 

作者对人生的认同和感触，自然景物只是作者对人生 

的反思和认识的一种载体，他们的笔墨情趣并不受外 

界自然的束缚。寻找那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独特意境。南齐人谢赫 

《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 

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其中表现主观 

感受的“气韵生动”为最高境界，而表现客观再现的 

“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宋代画家 

郭熙在他的理论性著述《林泉高致》中提出，山水画要 

使人感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因此，对 

自然界的山水便要“饱游饫看”才能“历历罗于胸中” 

而后表现。对景写生的中国画家也有，他们“搜尽奇 

峰打草稿”(石涛语)但不是创作，只是收集些素材罢 

了。“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造化”是客观的，而“心 

源”是纯主观的一种意念，客观的“造化”服务于主观 

的“心源”。而西方风景油画多强调对景写生，在现实 

中感觉大自然。依靠丰富的色彩，细微的光感表现一 

种真实存在的自然风光。以此表达自身对 自然和世 

界的理解。西方风景画家追求的是尽最大量地再现 

自然，客观地再现自然，采用不同的手法描摹自然的 

景色。甚至寻找科学的方法，谋略更直接、更形象、更 

有效地表现自然风光。这种作画方法的基本手段是 

不断观察自然，哪怕是一点点细小的变化和不同，这 
一 点尤其以印象派表现得更为彻底。对于“神”的理 

解，西方风景油画是逐渐认识到并发展起来的，与中 

国山水画的最初就追求“神”的起点不同，这主要是取 

决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创作的理念不同，所以体现在 

画面上的视觉效果也就不同，这是基于两种不同美学 

思想的创作态度。中国画追求的是神似，笔下的山水 

往往是“似曾相识”，“似与不似之间”，与现实中的山 

水有较大差别，而并不能去现实中对号入座。而西方 

风景油画追求的是客观再现自然风光，用科学的方法 

研究描绘对象的透视、结构、光感和色彩。 

三、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之异同 

众所周知，绘画的构成元素是点、线、面。中国画 

的造型手段主要是“线”，通过在创作中积累出的不同 

的“线”来抒写自己的“胸中之逸气”，抒写心中独有的 

山川丘豁。“线”在中国画家的笔下有极其深刻的含 

义，往往是将许多纷繁复杂的事物，仅仅通过几条富 

有生命力的“线”表达出来。在山水画中，中国山水画 

家依靠“线”来塑造山石的特性，因此得以形成各种含 

义迥异的“线”，以及各式各样的皴擦。这里的“线”在 

作品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元素，“线”应用的好坏直接 

影响一幅作品的优劣，因此，中国画家大都穷其一生 

追求富有生命力的“线”，有很多优秀的画家，就是因 

为他能成功地驾驭简单却含义无限的“线”而成为大 

家。不同的是，西方画家在描绘眼中的事物时，是将 

它们当作“面”来理解的。“面”对于塑造形体要优于 

“线”，“线”表现得较为抽象，而“面”似乎要具象一 

些，表现出的东西更容易让人理解。西方风景油画家 

为了靠拢真实的世界，在艺术实践中选择了这种造型 

手法。这样也就决定了采用不同的造型手法，表现出 

的将会是不同视觉效果。西方风景油画的湖光山色 

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面”组成，通过对“面”的使用增强 

画面的体积感和真实感，因此西方风景油画仿佛比中 

国山水画要厚重，也就比中国山水画更接近于现实生 

活中的自然景观。 

在造型上提倡不拘于形似甚至“妙在似与不似之 

间”，是中国画又一突出特点。中国画的对形象的塑 

造是为了作者的抒情达意，所以中国画家敢于舍弃对 

象外在的形态，敢于为了强化作者感情的表达而进行 
一 些恰到好处的艺术夸张。善于抓住对象本质特征 

以及神情的中国画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灵活地 

表现对象。同时也为了区别主次宾主，给人以充分的 

美的享受及自己情感的充分表达，他们将个性化的构 

图、装饰化的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不拘泥 

于特写的时间与空间的构图布局是中国画的另一特 

点。有时候完全省略环境描写，“计白当黑，惜墨如 

金”，大胆利用空白，突出主体，并借助观者的联想与 

想象去自由发挥。中国画的构图除紧密结合所描写 

内容的“经营位置”之外，还讲求平面布局中的色、线、 

形的变化对比与响应，虚实、疏密、开合、起伏、繁简、聚 

散的相生相应，这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特色。 

讲求笔墨是中国画的另一特点，所谓笔墨并不是 

用具标榜上的笔墨，而是作者传情达意的一种艺术技 

巧，中国画使用的最富于弹力的毛笔，对笔触水分的 

变化最为灵敏的宣纸，形成了中国画笔墨变幻无穷的 

特点。中国山水画家把笔法看成了艺术创作中最重 

要的艺术技巧。它的作用就是以不同的笔法墨法描 

写不同的形象，也能更好地表现创作者的情感与想 

法，它的另一作用是可以体现出每一位创作者的个人 

风格。 

以画为主，在一幅作品中加上诗文、书法、绘画以 

至印章等艺术手段，也是中国画极为新颖的一个特 

色。它的形成过程很漫长，首先是提倡画中有诗，也 

就是追求画像诗一样富有抒情味并且带有诗的韵律， 

也像诗那样的善于创造美妙的意境而做到“画外有 

意”“意趣无穷”，给读者以充分的回味与想象的余地。 

同时，这些又是表达作者个性，体现与众不同风格的 
一 个很好阵地。这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使中 

国画成为了以画为主体并有诗、书、印相辅相成的一 

门小型的“综合艺术”。同样，作为一种艺术语言，西 

方的油画包括色彩、明暗、线条、肌理、笔触、质感、光 

感、空间、构图等多项造型因素。所有这些就是为了 

更完美地表达出作者的视觉感受。油画技法就是把 

各项造型因素在画面上体现出来，油画材料的性能 

“充分提供了在二度的平面底子上运用油画技法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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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油画的制作过程就是画家熟练地使用油画材料 

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创作并形成艺术形象的过程。 

油画作品既表达了艺术家的思想内容，又展示了油画 

语言独特的美——绘画性。西方风景画家在作品的 

造型上贯彻自己的美学思想，充分利用油画的特性极 

力展现大自然的瑰丽。真实地再现大自然的一树一 

草，油画的特性有利于作者反复修改，长时间的观察， 

然后逐渐深入地表现自然景色。因此，西方风景画家 

笔下的景物就有了具体命名，当然这与中国画家笔下 

命名的山水不尽相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更接近自 

然，而不是单纯为对象的“神”，而对对象的“形”有所 

忽略。它的造型特点简言之就是写实性，充分表现色 

彩的细微变化，以及光感、质感的不同，在画面上营造 
一 种真实如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英国康斯泰勒的 

《威文霍公园》、美国科罗西的《秋》就都对水的描绘下 

了极细致的功夫，在画面上形成了光影交错的视觉 

效果。 

在空间观念的认识上，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油 

画上相差迥异。中国的传统美术理论中，对空间观念 

有不同的阐述，宋代山水画家郭熙所说的“山有三远： 

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 

远：山而诅远山，谓之平远”。这不单是单纯的物理空 

间观，而是置身于天地间的充满诗意的空间概念，也 

就是有中国山水画家寻求的“神游”的意境，并非现实 

生活的东南西北、前后左右。中国画所要求的画面意 

境是以有限的画面，表达无限的空间；这样，我们在理 

解中国画和中国的画论时，就不能把这种空间理解成 

科学的透视空间。为了表达这种感觉，中国画家相应 

地又以散点透视法代替焦点透视法，这是在中国文化 

背景和思想 中形成的视觉上的心理空 间，即所谓的 

“心视”。这种审美观在 l9世纪末才受到西方重视， 

提出在美术上打破时空界限 ，以开阔美术的表现作用 

和功能。但在此之前的西方风景油画的空间观念，却 

是另一番天地。就象达芬奇所说的：艺术家必须“以 

镜子为师”，西方风景油画所描摹的自然就是在“二维 

的平面空间虚幻地追求三维空间的真实感”，用的是 

焦点透视。所以，他们对于空间理念的认识，就是对 

自然实实在在存在的空间认识，即科学的空间，并不 

能像中国画家那样脱离真实自然的约束。画家只是 

在自然的空间和风景画中的空间转化中充当了载体 

的作用，而不是像中国山水画家那样吞吐天地、浑然 
一 体。他们的笔下并不像中国山水画家笔下的空间 

那样穷极宇宙、变幻无穷。尽管在表面上接近于自 

然，却在心灵上没有与自然融为一体，终究是徘徊在 

自然与内心之间，为自然景观所园囿。当然，这样的 

理解带有极浓厚的东方色彩，因为西方的风景画家并 

不会因为真实的描绘自然就没有了与自然交流的乐 

趣，事实上，西方风景油画并非单纯的自然的翻版，同 

样带着画家个人的感情基调。 

在色彩方面，中国山水画是以墨为主，以色为辅， 

创造了独特的“计白当黑”“水墨为上”的审美观念，这 

种化繁为简的创作方法更符合中国儒道思想所追求 

的那种平淡中庸、清心寡欲的境界，王维的《山水诀》 

中云：“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 

之功”。中国画虽多水墨画，但是也并不是厌恶和排 

斥色彩，反倒有水墨淡色与重着色的画法，如山水画 

中的浅绛山水、大青绿山水，小青绿山水等。在墨与 

色的关系上，一种是以墨为主，以色为辅 ；另一种是墨 

不碍色，色不碍墨，互不侵犯相得益彰，古画论中的 

“随类赋彩”，并不是完全照抄自然，而是经过画家们 

多年的总结和经验得出的对自然物象概括的认识。 

并不是像印象派那样苦苦追求色彩在不同光影下的 

变化，中国山水画只讲究四季的区别，对自然风光的 

描绘讲究“点到为止”的态度，主要还须欣赏者进行 

“二次创作”去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而油画最初 

是服务于宗教的，表现的是身和仙境。后来，许多著 

名的画家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单一的以基督教 

为题材的创作已不能形式表达自己对外界事物的理 

解和认识，所以，他们逐渐开始对当时生活中的人物、 

风景、物品进行观察和并直接描绘。这样不但使宗教 

题材的作品明显带有现实世俗的因素，也使后来的风 

景画家走上了完全描绘现实生活实景的道路。这样 

就让生活中鲜活的色彩进入了西方风景油画，也因此 

让西方风景油画在色彩表达上比中国山水画有更强 

的视觉冲击力。早期的作品只是对不同的物象、不同 

的质感、不同的色彩进行描绘。后来，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画家们对光的认识逐渐深入，以及光与色彩 

的关系也了解得较为深刻，因此这时候西方风景画的 

色彩表达式更为丰富。通过莫奈、西斯莱等人的作品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西方风景画对色彩表现的细致和 

美丽。 

四、工具材料之异同 

“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是中国山水画的必备作 

画工具。在中国，毛笔很早就诞生了，这种尖头 ，且极 

富弹性的工具为中国画的特色打下一个基础。这不 

知是不是中国造型艺术以“线”为主的思想的起源，但 

绝对可以说是中国画以“线”为造型手段使用的最适 

合的工具。中国画中各种各样的“线”，就是依赖于这 

种工具得以完美表现。同理，也正是这种工具丰富了 

中国画的表现技法一 当然也包括中国山水画。中 

国画中的“笔”，并非单纯指一种材料，它是中国画家 

对艺术表达的一种独特认识。“笔”应用的好坏直接 

影响一幅作品的优劣，“用笔”便成了中国画家创作和 

鉴赏的一个标准。与此不同的是，油画的笔是扁头 

的。这样绘制出的“宽线”正是西方画家以面造型的 

起点，这一个个“宽线”正是一个个“块面”。和东方画 

家使用的工具相同，这种工具也极具弹性。在早期的 

风景画中，笔触的应用并不是很明显，随着画家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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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艺术表现功能要求的提高，笔触才逐渐广泛 

应用。 

中国画中的墨，不能单纯地理解成为一种工具材 

料。墨在与不同含量的水?昆合后可以有不同的浓淡 

变化，归纳为“焦浓重淡清”，这就是所谓“墨分五色”， 

所以墨也是颜色。作画中的用墨是东方艺术的一大 

特色。墨在宣纸上产生的变幻无穷的效果，也是中国 

画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山水画的笔墨技法，比 
一 般的人物、花鸟画还要丰富多变。笔法主要表现为 

多种皴法和点苔法，墨法则多了，有“染”、有“擦”、有 

“破墨”、有“积墨”。笔中有墨，墨中有笔，彼此互相渗 

透，“极尽千变万化之能事，有效地提高了笔墨状物抒 

情与表达独特风格的作用”。而西方风景油画的创作 

始终是围绕自然界的色彩展开，并因此而发展。不管 

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不管是在古典，还是近 

代，对于大自然的变化，以及如何去理解表达这种变 

化和感觉，一直是西方风景画家的创作方法及目的。 

随着技法及理论的成熟，西方风景画家对于色彩的认 

识和表达逐渐全面。体现在作品中的色彩也就千姿 

百态。 

中国画用纸是用独具东方特色的宣纸，宣纸因出 

产于安徽宣城而名。宣纸的主要物点是纸质洁白绵 

韧，纹理纯净，润墨清晰，不蛀不腐，搓折无损。宣纸 

中的生宣纸质地软而松，吸水性强，碰上了墨产生水 

晕墨障，发挥渲染作用，水墨性能得到高度发挥。熟 

宣不吸水，宜于作工笔画。宣纸之外，还可用绢作画。 

中国山水画多用生宣，古画多用绢。而西方风景油画 
一 般都是用较厚实的亚麻布或帆布，经过制作画底 

(通过刷胶、涂底)后绷在画框上之后，放置于特制的 

画架上才开始作画。也有画在木板上或墙壁上的，都 

要先制画底。 

砚是磨墨的工具，目前在名砚中以端砚(产于广 

东)和歙砚(产于安徽)为上。中国山水画中所绘景物 

要有云水苍茫，浑厚华滋的效果用砚台研磨的墨更 

佳。另外，中国山水画所用颜料是植物性颜料(如花 

青、藤黄)和矿物性颜料(如石青、朱砂)为主，用水调 

色。而西方风景油画所用颜料是油性颜料，用松节 

油、调色油、亚麻油来调色。这也是它们使用工具材 

料的不同之处。 

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油画历史悠久，积蕴丰 

富，博大精深，历代名家名作美不胜收。中国山水画 

和西方风景油画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和影响。中国山 

水画的风景化和风景画的山水化；中国画的西画化和 

油画的中国化合构成当今美术界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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