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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画透视的特点

    绘画透视，是对客观存在的形体，使之在纸上、壁上或其他平面上表现出具有空

间、立体的感觉。客观存在的立体物，即使是同样大小、高低，在一定的视域范围，也

会产生大小、高低、远近的视觉变化。这个变化，是有它一定的法则与规律的。论述这

个法则与规律，称之为“透视学”。

      中国画的表现，有它的民族传统特点，就是在透视表现上，中国画也有自己的特殊处

理方法，它既遵循透视上的基本法则与规律，又不拘泥于一般法则与规律。就是说作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打破焦点透视的视域范围去摄取景物，使画面所表现的内容

更全面，更生动。在古代绘画中，如《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匡庐图》，

在现代创作中，如《江山如此多娇》、《新安江图》等，在透视处理上，都具有这个特

点。运用这个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景物就丰富多了。举个具体例子来说，如画杭州的西湖

图，运用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法，所画的西湖，既可以画出钱塘江大桥、六和塔，还可以

把灵隐、孤山、中山公园都画进去，既可以画出外西湖的全貌，同时还可以把里西湖的

景色也画进去。换言之，如果在画面上不是运用中国山水画的透视，或只局限于某一个

视域，局限于某一个焦点透视，就不可能对西湖作出这样的“经营位置”。所谓“咫尺

千里”，便是中国山水画对透视运用的要求。绘画上的透视法，在中国画传统上称它为

“远近法”。

 (二)  中国画透视的历史

    透视，在我国的文献上很早就提出了。战国时，苟况在《荀子·解蔽》篇中有一

段话：“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千仞

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拆也，高蔽其长也。”这把透视上“近大远小”的原则讲出来

了。直接论述到与绘画创作有关系的透视法，在著述中较先谈到的是南北朝时宋·宗炳

的《画山水序》。其中有一段捉到：“且夫昆仑之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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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张绢素以远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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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透视

上的远近、大小、长短、高低的基本法规都阐述到，宗炳所讲的透视与绘画的关系，就

如图示①的这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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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树的透视：

    中国山水画对于表现树，也如画山石一样，有它的民族特色。主要是抓住树的本身

特性及其生长规律，如松与柳的特性不同，生长规律不同，形状不同，所以画起来的方

法也不一样。中国山水画表现树，重在表现树的特质与气势。为了照顾山水画的全局，

总是抓林木的大貌，点点染染，它的透视，几与画中的山形变化调合在一起；另一是画

出树干的正、斜、倒、垂，表示一棵树的姿态大体，然后细致地刻划其叶子，甚至勾出

其叶脉。对于树木本身的透视关系，在古代画论中几乎未有论及，如画迎面的树枝，画

仰视的巨松等等，就在历代的画谱，也是很少提到的。为了山水创作的革新创造，有必

要对树的透视作一些了解，读者町参看颜文梁编写的《美术用透视学》第二章，有一节

专门讲“树的组成和透视”。

    11．其他：

    上述之外，其他如工程建筑、交通工具及云烟等，都有其透视可谈。象房舍，在山

水画中很重要，尤其是大工程，大建筑物，往往通过这些来反映社会主义祖国新的面

貌。这些建筑的透视原理，在一般美术用的透视学中都是作重点论述的。有关这些论

述，参考资料也多，所以这里略而不提。至于云烟，在中国山水画的表现上虽属重要，

但是云烟在山水画中，往往附着于山顶、山腰，或林际、水头处，而且它的表现与用笔

运墨关系极大，不光是透视范围的问题，所以略而不述了。

    山水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山和石等，但山、石是多边多角的物体，要去一一分析它的

形状和方向，事实上很不可能，所以对于山形，只要掌握它大体的基本形面就可以了。当

然，对于它在空间形成山水自然的大面貌，有着山、水、树、石及建筑物等相互关系时，

这个透视，就不能不加以一一的注意了。

    为了供读者参考方便起见，有关山、石的一般透视，特节录颜文梁编著的《美术用透

视学》第三章《山和石的透视》中的有关部分，作为例举。现节录如下：

    图 56是散放在地平面上的一群大小远近的石块，根据它们所排列的位置和方向，可

分别作成不同的灭线和灭点。如B处石群所排列的方向倾斜于画面，应灭x点，A C处的石

群，灭X，点，但因它们的横列斜度和画面的倾斜不人，故灭点很远（在画面以外），D

处的石群则灭在x、x’两个灭点上。 

    图 57 是由石块叠积而成的山和岩壁，岩壁的小溪的方向和画面适成90度（灭主点

P），岩高的斜坡则灭天际点，远处山峰人致成圆锥体，所以正面的坡面应灭天际点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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