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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黑龙江水彩画语言风格的地域性研究 
段淇伟  刘湘 

(东北石油大学  黑龙江大庆  163000） 

摘要：黑龙江水彩画的早期发展深受地域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影响，其作为我国东北的重要省份，黑龙江的自然景观以广袤的森
林、河流和四季分明的气候著称，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早期水彩画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旨在通过探讨黑龙江水彩画
的地域性风格，从色彩、构图、笔触等多方面分析其表现手法，进而探讨其在当代艺术中的应用与创新。本研究以黑龙江水彩画的
语言风格为切入点，分析其在色彩运用、构图方式与笔触处理等方面的地域性特征。通过对黑龙江自然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变
迁的深入探讨，揭示其对水彩画创作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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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黑龙江水彩画作为中国北方水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其独特的地域性风格在国内外艺术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
早期的黑龙江水彩画作品大多以风景为主题，艺术家们通过细
腻的笔触和透明的水彩层次，生动描绘了黑龙江的自然风貌。
他们注重表现冰雪覆盖下的广袤大地、湍急的河流以及森林的
四季变化，这些元素不仅反映了黑龙江独特的自然条件，也赋
予了作品强烈的地方色彩。 

1、黑龙江水彩画的历史与发展 
1.1 早期发展与传承 
早期的黑龙江水彩画作品大多以风景为主题，艺术家们通

过细腻的笔触和透明的水彩层次，生动描绘了黑龙江的自然风
貌。他们注重表现冰雪覆盖下的广袤大地、湍急的河流以及森
林的四季变化，这些元素不仅反映了黑龙江独特的自然条件，
也赋予了作品强烈的地方色彩[1]。 

1.2 当代发展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黑龙江水彩画的艺术语言

也在不断演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进入 21 世纪后，黑龙江
的水彩画家们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开始更多地关注时代
的变革与社会的现实，将现代审美观念与水彩画相结合，开辟
了新的创作领域。 

当代黑龙江水彩画在题材选择上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风景画，而是拓展到城市景观、社会生活以及抽象表达
等多个领域。艺术家们通过水彩画这种轻盈、透明的媒介，表
达对当代生活的感悟与思考。例如，一些作品聚焦于城市化进
程中的变化，描绘了哈尔滨等城市的独特风貌，展现了现代与
传统的碰撞与融合。此外，冰雪文化仍然是黑龙江水彩画的重
要主题，但在表现方式上更为大胆，色彩运用更加鲜明，对光
影效果的把握也更为精准。而随着艺术市场的国际化，黑龙江
水彩画也在逐步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黑龙江艺术家通过展览、
交流等方式，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水彩作品推向国际舞台，获得
了广泛的认可与赞誉。 

2、黑龙江水彩画的地域性特征 
2.1 自然环境对水彩画风格的影响 
首先，每年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使得冰雪覆盖成为黑龙江自

然景观的典型特征。水彩画家们通过细腻的笔触和透明的色彩
层次，巧妙地表现出冰雪的质感与光影效果。这种对于冰雪景
象的表现不仅突出了水彩画的通透性和层次感，也展现了黑龙
江水彩画独特的地域风貌。 

其次，黑龙江的森林资源丰富，广袤的原始森林、河流和
湖泊构成了多样的自然景观。水彩画家们在创作中常常以这些
自然元素为灵感，将其融入到画面中。黑龙江的水彩作品中，
常见的森林、河流景象通过水彩画特有的轻盈笔触和柔和色彩
呈现出来，表现了自然的宁静与壮美。同时，四季的变化在黑

龙江的自然景观中尤为显著，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色彩与光影
变化，也成为水彩画家们表现的重点。通过描绘四季交替中的
色彩变化，艺术家们将黑龙江自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生动地展
现在观众面前[2]。 

2.2 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影响 
首先，黑龙江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拥有丰富多样

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元素在水彩画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满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黑龙江地区占据一定的
地位，其独特的服饰、节庆、宗教习俗以及生活方式，成为水
彩画家创作的重要素材。例如，一些水彩画作品通过描绘少数
民族的节庆场景或传统习俗，展现了黑龙江独特的文化风貌。
这种文化背景的融入，使得黑龙江水彩画不仅在视觉上具有地
域特色，也在内容上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次，黑龙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对
水彩画的主题选择和表现形式产生了显著影响。作为中国近代
工业化的发源地之一，黑龙江在 20 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
工业化进程，这些社会变化在水彩画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许多
艺术家通过水彩画的形式，记录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景观变
化、工厂与劳动者的生活，以及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这种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反映，使得黑龙江水彩画作品具有鲜明的
时代感和现实性[3]。 

此外，黑龙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重
要区域。这种跨文化交流也对当地水彩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受俄罗斯绘画风格的影响，黑龙江的水彩画家们在技法上
融合了西方绘画的光影处理与色彩表现，形成了一种具有中俄
融合特色的绘画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技法上，也体现在
画面的构图与意境营造中，使得黑龙江水彩画在中国水彩画领
域独树一帜。 

最后，黑龙江的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也促使水彩画家们在
创作中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一些当代水彩画作品通
过表现当代社会问题，如生态保护、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反映
了黑龙江社会发展的新动态。 

2.3 典型水彩画作品分析 
（1）赵云龙的《北国风光》 
赵云龙是黑龙江本土的一位杰出水彩画家，其代表作《北

国风光》以极具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为主题，生动展现了黑龙
江冬季的辽阔与苍茫。赵云龙在这幅作品中运用了冷色调的蓝
白色系，突出冰雪覆盖下的广袤大地和沉静的河流。画面中的
光影处理精致，展现了阳光透过薄云洒在雪地上的微妙变化，
传达出一种宁静而深远的自然美感[4]。 

（2）孟宪德的《故乡的河》 
孟宪德的《故乡的河》是一幅以黑龙江地区的河流为主题

的水彩画，作品通过对流水的细腻描绘，表现了故乡河流的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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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与祥和。孟宪德在色彩运用上偏向于柔和的蓝绿色调，细腻
的笔触和透明的色彩层次，展现了河水的清澈和波光粼粼的质
感。作品中河流两岸的自然景观以柔和的方式呈现，表现出一
种悠远的乡愁和对故土的深情。这幅作品在题材上体现了黑龙
江水彩画家对自然的亲近与热爱，也在表现手法上反映了水彩
画的柔美与细腻[5]。 

（3）赵龙的《黑土地》 
赵龙的《黑土地》是一幅描绘黑龙江广袤田野的水彩画，

作品表现了黑龙江肥沃的黑土地与其中劳动的人们。赵龙通过
深沉的色彩和有力的笔触，展现了黑土地的广阔和力量，表达
了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热爱。画面中的农民形象以简洁的线条
和生动的姿态呈现，表现出劳动的艰辛与丰收的喜悦。这幅作
品不仅展现了黑龙江农村的真实生活场景，也通过水彩画的表
现语言，传达出对土地与自然的深厚感情。 

（4）张玉新的《冰城冬韵》 
张玉新的《冰城冬韵》以哈尔滨冬季的城市风景为主题，

表现了冰雪覆盖下的城市独特魅力。张玉新在作品中运用了明
快的色彩和生动的光影效果，表现出哈尔滨冬季的洁白与美丽。
画中的建筑物在冰雪的覆盖下显得格外清新，透过水彩画的透
明质感，观众可以感受到冰雪在阳光下的闪烁与变化。张玉新
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了哈尔滨独特的冰雪文化和城市风貌，使
作品充满了地方特色和诗意。 

3、黑龙江水彩画语言风格的表现技法 
3.1 色彩运用的地域特征 
冷色调，如蓝色、灰色、白色等，在黑龙江水彩画中占据

着重要地位。水彩画家通过这些色调，表现出冰雪覆盖的广阔
大地、静谧的河流以及寒冬的肃穆气氛。这种冷色调的运用不
仅准确地再现了黑龙江冬季的自然景观，还传达出一种宁静、
深远的情感氛围，使观众可感受到北国特有的冰雪世界的美丽
与力量。 

而春夏季节，随着自然界的复苏和繁茂，画家们通常会运
用更多的绿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现森林、河流和天空的生机与
活力。这些明亮而生动的色彩不仅反映了自然界的变化，也在
作品中传递出一种生命力的迸发与希望。而在秋冬季节，色彩
则变得更加柔和和内敛，深绿色、棕色、灰蓝色等色调常常用
于表现大地的宁静和收获后的沉静。这种随季节变化而调整的
色彩运用，展现了黑龙江水彩画家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和对色彩
表现的灵活运用。 

当地的森林、河流、湿地等自然景观，以及满族、赫哲族
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得水彩画家在创作中更加注重色彩
的层次感和透明感。他们通过多层次的色彩叠加与渐变效果，
创造出细腻的光影变化和丰富的色彩层次，赋予作品一种独特
的视觉深度。 

3.2 构图与笔触的地域性表达 
首先，黑龙江广袤的自然景观和辽阔的地理环境使得水彩

画家在构图时，往往倾向于采用宽广、开阔的画面布局。无论
是表现广袤的冰雪平原、蜿蜒的河流，还是茂密的森林，画家
们都注重通过宽广的构图来展现大自然的宏大与宁静。例如，
在表现冰雪覆盖的原野或广阔的天空时，画家常常将画面的视
野拉宽，使用低视角或高视角，以增强画面的纵深感和开阔感，
使观众在欣赏作品时可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与壮美。 

其次，在画面中，画家们通常不会过多地堆砌元素，而是
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景物或场景进行表现，通过留白或简化
背景来突出主体。这种简洁的构图不仅使得作品更加清晰明了，
也增强了画面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例如，在表现一棵
孤立的白桦树或一片宁静的湖面时，画家常常通过简化周围的
环境，突出树木或湖面的静谧与孤寂，从而传达出一种宁静而

悠远的情感。 
在笔触的运用上，黑龙江水彩画家们也展现出独特的地域

性表达。由于黑龙江气候寒冷，冰雪覆盖的时间较长，水彩画
家们在表现这些题材时，通常采用细腻、柔和的笔触，以表现
冰雪的质感和透明感。 

4、黑龙江水彩画地域性风格的应用与创新 
首先，黑龙江水彩画家们将现代艺术的理念和技术引入传

统水彩画创作中。例如，他们借鉴现代主义、抽象艺术、表现
主义等艺术流派的理论和技法，打破传统水彩画的局限，尝试
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这种跨界的艺术探索，使得地域性
水彩画作品不仅保留了本土特色，也具备了更广泛的艺术表现
力和审美价值。 

其次，跨媒介的融合也是黑龙江水彩画与现代艺术结合的
重要方式。许多水彩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结合油画、版画、数
字艺术等多种媒介，进行混合技法的尝试。例如，通过将水彩
与数码绘画相结合，艺术家们可以在传统的水彩画基础上，加
入现代的视觉元素和动态效果，创造出更加生动和富有表现力
的作品。 

另外，部分水彩画家在创作中引入现代艺术中的观念性元
素，通过作品表达对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的思考和态度。
这种观念性的创作方式，使得黑龙江水彩画不仅在形式上追求
美感，更在内容上具备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提升了作品
的文化价值和艺术内涵。 

最后，技术创新也为地域性风格与现代艺术的融合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随着数字技术和新材料的不断发展，黑龙江水彩
画家们在创作中开始尝试运用数码工具、混合媒介等新技术，
探索水彩画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例如，利用数字绘图软件进行
初步构图，再通过传统水彩技法进行上色和细节处理，既保留
了水彩画的传统韵味，又赋予作品现代的科技感和创新性。 

结束语：总之，通过对黑龙江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社会
变迁的深入剖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地域性对水彩画创作的深远
影响。无论是在色彩的运用、构图的布局，还是在笔触的表现
上，黑龙江水彩画家们都通过艺术语言传达出对本土文化和自
然景观的深刻理解与热爱。未来，黑龙江水彩画将在保持其地
域性特征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表达方式，为中国水彩艺
术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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