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级暑假安徽写生实习报告

12 级建筑 2班 姓名:邱淑敏

从一年级入学以来，我们就听高年级的学长们说起，在一年级结

束的暑期我们将会有一次素描实习的机会，怀着期待的心情，我们终

于兴奋地迎来了这一天，7月 6日，我们在王艳霞、周艺川、陈平民

老师的带领下，向着我们的目的地安徽宏村出发啦！

我们的行程结合实习素描写生和建筑认知的学习目的，紧凑又有

变化，以宏村为据点，辐射到周边的三个村落。

第一站:宏村。经过将

近 24 个小时的舟车劳顿，

我们终于来到了梦萦魂牵

的宏村，眼前的美景打败了

身体的疲惫。蔚蓝天空，白

云悠悠；绿色植被，尽收眼

底；古朴的村落，古朴的村

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可以感觉到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有多么的幸福，

满足和安乐。导游先带我们参观了宏村，宏村因其地形及规划，被形

象地喻为“牛肚”。其“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屋为身，凿

湖为牛肚，引泉为牛肠”， 穿梭在“牛肚”中，马头墙、青石板路、

各色的砖雕石雕木雕、对联，浓郁的书香气息弥漫其中，寒窗苦读，

读书第一的寓意无处不在。在月沼，在南湖，在一线天，在那个只容

得下一人行走的巷子，只要你注意，就能发现美无处不在。班驳陈旧



的围墙上，你可以感受到光影在旧墙上的交织；红杨树的树干上，你

可以细品红杨树在这里刻下的生命轨迹。那些耐人寻味的画面，都是

值得我们用画笔将它们定格下来的美好。

第二站：西递。西递村

中各家各户的宅院都颇为

富丽雅致：精巧的花园、黑

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

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

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

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

丽的彩绘、璧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我们在大牌坊着合

了张影，还凑巧看了一场牌楼上的招亲仪式——我们的一个同学有幸

成为了新郎，可以和娇滴滴的新娘“携手入洞房”，倒是给我们增添

了额外的乐趣。西递有许多精致的木雕，石雕和砖雕都令我们细细品

味，不忍离去。

写生最后两站是南屏和屏山。虽然驻留的时间不长，但依旧给我

很深的记忆。屏山村中到处一派古风犹存的氛围，而且具有江南水乡

特有的美。而南屏村最具特色的建筑应属祠堂群。宗祠规模宏大，家

祠小巧玲珑，组成了一个全国罕见的古祠堂建筑群。观赏着庞大的宗

祠，可以感受到当时这家人，甚至是这个村落的繁盛。我坐在深深巷

子的某处，抬头看被规限出来狭长的天空，顺着高高的围墙看向似乎

无尽的那一头，感觉又是那般的不一样。我愿意坐在小板凳上，拿着



我的画笔把这样道不出来的景，道不出来的情都融入到我的笔下，我

的白纸上。

夹杂在这样紧凑的行程里的是晚上紧张的评画和改画时间，每天

老师都安排了任务，包括一张深入刻画和两三张速写式的钢笔画。所

以我们每天都在新奇和忙碌中度过。更让人兴奋的是，我们的系主任，

曹伟教授也冒着酷暑，到这遥远的村庄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倍感鼓舞。

另外，负责我们这十二天的食宿的王老五饭店的老板也为我们准备了

一个精神大餐，请当地的汪瑞华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徽派建筑的介

绍。日子在这紧张的安排中，一天天地过去，从第一天我们怀抱期待

的心情，并夹杂着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的难受郁闷来到宏村，到被

这里的特有的美所吸引，再到最后一天我们各自散去，留在我们心中

的更多的是不舍。我非常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建筑，喜欢这里的人，

喜欢用我的画笔去表现它们。我想惟有发自内心的喜爱，才会发自内

心地愿意亲近，从而迸发出创作的激情，绘制出美的作品。

这十二天里，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上，我们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一、首先在学习上的进步。其一是我们在素描写生技法上的提高。

老师紧密有致地安排我们的写生时间和作业量，晚上及时到位的点

评，让我的绘画写生技能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二是我们对徽派建筑的

特点有了鲜明生动的认知，对传统艺术有了更深的感情。

二、其次生活上的进行分组管理，也培养了我们的集体荣誉感和

集体协作能力。譬如说当你在集合或者行动的时候，你考虑的不仅是

你自己一个人，而更多的要想到你是一个小组的成员，要如何更好地



与他人配合协调好，不要拖小组的后腿，也要考虑不要因为自己个人

而影响班级乃至学校的形象。

三、学会吃苦耐劳，甚至是苦中作乐。比如说比起学校丰盛的餐

饮，在这里我们早上就着咸菜和馒头，吃着白米粥，中午晚上都是白

饭和略微简单的菜式，清淡的汤，偶尔有盘好吃的肉都能让我们争着

抢着吃，但是我们却都是吃得很开心。我想，这种满足和乐趣，也许

只有在这样不受城市喧嚣所影响的村落才可能有的吧？

做为我个人而言，回顾为

期 12天的安徽写生之旅，和

同伴的亲密相伴，相互学习，

用画笔勾勒出安徽的美好景

致，让我每天的心情都是美

好。集中大量的练习绘画，

让我的绘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老师的到位的点评也给了我

很大的帮助，让我知道哪里不足，哪里有待提高。譬如说：一、有时

候我可能把一个大场景都表达出来了，但有很多的小细节却不够精心

刻画，而导致画面不够丰富。二、另外，我在线条粗细的变化上不够

明显；三、我在取景上还需要再斟酌等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之后要注

意的。安徽写生之旅，让我领略徽派建筑之美，让我感受到美无处不

在，让我感受到我那么强烈的想把我看到的，领悟到的美都付诸白纸，

描绘下来，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再次上路。

宏村，再见！





我的实习报告

12级建筑 1班 姓名：傅嘉鑫

为期十二天的安徽宏村写生实习，在忙乱的行李收拾中结束了。

这十二天，短暂，精彩，难过，快乐，兴奋，疲惫······各种感觉

充满其中。

起初，心中是各种兴奋激动，期待着这次实习，毕竟像这样一个

群体的出行对于我来说是无比的新鲜。火车上的 24个小时，大家用
不断的吃、打牌、看书来消遣。同学们也从最初的兴奋激动，变成最

后东倒西歪各种奇怪姿势睡觉。

疲惫，在听到“黄山站到了”这个声音后消失殆尽。

第一天，我们便跟随着导游的带领参观了宏村，在导游的介绍中，

我们懂得了宏村的总平面是构图是牛的形状，水流如同飘带一样贯穿

于村落中，源源不断的的山泉水分布于地上或地下，由此正体现了水

是生命之源，生活更是离不开水。古代建筑选址更是跟水息息相关。

再谈建筑的构成，其实很简单，由垂直线和水平线构成，垂直的马头

墙拔地而起，起到了分隔建筑的作用，同时也起到防火作用，不至于

“火烧连营”。作为徽派建筑的典型特征马头墙，在现代为同一规划

的建筑中广泛地得到运用，但却失去了古人设立码头墙的意义。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天井，这个被广泛地运用在古代建筑中，采光，透气。

在当地负责接待的王老板特意安排了一位老教师汪瑞华老师为我们

进行徽派建筑的讲解，我们也明白其科学意义，而不仅是导游赋予的

封建迷信。看了宏村的建筑风格，发现徽州建筑虽然只是垂直线和水

平线的重复，却安排得错落有致，别有一番风味······

之后的几天，到了西递，屏山，南屏等地，，这几个地方异曲同

工，主要由牌坊，宗祠，民居构成，还有砖雕，木雕，石雕之精细也

是令人叹为观止。建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超越了时间，承载

着文化。我想，面对如今中国大地上，那千城一面的一座座方盒子，

我们该好好的思考······

这一次的实习的主要目的是写生及徽派建筑认识，很感谢学校能

提供这么一个机会，精心组织安排我们的写生行程；写生期间，系主



任不辞辛苦地到写生地来看望我们，也让我们倍感鼓舞。虽然在这过

程中，当每天脸被晒伤，火辣辣的时候，总是赌气的喊着要回家了。

不过当过去了之后，它仿佛变为了一个有趣的插曲，让过程更加精彩。

都说到了大学便没有了同班的感觉，但是我喜欢我们这个班级，我喜

欢我们这个小组。因为有它的存在，每天紧张的画画变得更加有趣、

快乐；原本平淡的实习生活也变得精彩，丰富。特别是我们小组一起

在没有夜灯的马路上骑着车的时刻,还有那次篝火烧烤晚会，大家玩
得非常开心。

在这次写生实习中，在王艳霞，周艺川两位老师的指导帮助下，

本来最不擅长写生的我，也进步了许多，还有陈导总是很负责任地早

早叫醒还在睡梦中的我们，一切都仿佛还在昨天，然而，十天的时间

转眼就要过去，我们的写生也即将结束了。最后一个评画的晚上，听

着三位带队老师的总结，心里充满着不舍，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的吧。即使白天被太阳晒得很痛苦，即使评画时被批，赶画时的紧张，

在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些痛苦都转为了美好的回忆。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经过这十天的磨练，我们小组每个人的水平都提高了很多。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充分认识到这次实习的

价值和意义所在。写生结束，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我们的收

获除了几十张进步明显的画，在素描写生技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同

时，认识了中国徽派建筑的魅力，带给我们更多的对于本专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