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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素描全教程

素描的用笔材料分为两大类：铅笔和炭笔。

铅笔工具：在素描中铅笔的种类很多，通过不同硬度的铅笔可

以让画面产生丰富的层次感，铅笔可分为 H 系列与 B 系列，H 系列

数字越大则越硬，B 系列数字越大越黑，也越软，铅笔根据硬度不

同可分为硬铅、中铅、软铅、特软。

炭笔工具

铅笔带有反光而炭笔没有，铅笔更为细腻，炭笔的颗粒感比铅

笔大些，但善于塑造不同的肌理效果，线条的力度变化更为明显，

厚薄的区分度高，一般炭笔工具完成的画面对比度更强。炭笔工具

的成分基本由炭组成，按种类可分为炭笔、炭条、炭精条。

擦抹工具

擦抹工具分为“揉擦”与“消除”两种，前者通过擦笔或纸巾

将画过的调子通过揉擦变得统一或过渡，后者通过橡皮或橡皮泥将

画过的调子擦去或是减弱。

揉擦工具

揉擦用的工具一般是由较软的纸或直接

用纸巾制作而成，其原理是通过摩擦原有的

笔触，把铅笔粉末平均化，使笔触消失或减弱，

方便塑造不同的材质质感。

消除工具

常见的橡皮一般是软橡皮的一种，而在

素描绘画中需要了解软硬度不同的橡皮，根

据作画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区分使用。

素描用纸

素描用纸要求纸面上有不大的起伏纹理，较薄且硬，纤

维拉力要好，不起毛，如此可以将铅笔的粉末保留在纸面中，

通过处理更易于出不同的效果。

画板与画架

在素描绘画中，纸笔等工具准备好后，需在画板上开始

绘画以保持纸面的平整，画板需要与视角形成 90。夹角。

固定工具

使用画板时，需要将纸固定在画板上，通过工字钉、夹子、

胶带、水胶带等将纸固定。

美工刀

素描绘画中使用的美工刀是小号的，用于削铅笔和裁纸。

临本架

临摹时方便临本的安放，可以随心调节角度位置。

画凳

作画时使用的凳子，一般是可以折叠的软凳子。

第一章  基础知识

工具的认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欲利其器则先熟其性，素描的工具虽然不多却要了解清楚它们的用途。

擦笔揉擦多用于小面积的变化以塑造细

节。

纸巾揉擦则用于统一大调子，如暗部

的揉擦。 手指揉擦多用于调子的过渡衔接。

硬橡皮的擦除效果很强，但容易损害纸

张，被擦除的边缘呈现清晰的形状，多

用于去除错误与处理高光。

软橡皮的擦除效果略弱，但适合反复

使用，一般擦除后会余留痕迹。

橡皮泥也称可塑橡皮，其擦除效果

最弱，多用于减弱颜色，它可以变

化各种形状，使用时比较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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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式

在观察物体时，我们常常通过较长的铅笔平举竖直对应在物体上做标记来判断比例。通过贴合边缘来与画面对应，检查物体的倾斜角度。

正确的测量姿势

视觉角度

无论是哪种作画姿势，在作画时我们的视角必须与纸面中心成 90°角，这个角度看到的是真实画面，当视角与画面产生不同角度时我们看到的画面将形成透视关系，画

出的内容会随比例形变。

作画姿势

正确的作画姿势可以帮助初学者更快地养成正

确的观察习惯，错误的姿势在长期的作画中会造成

驼背和脊椎疼痛等问题，养成正确的作画姿势非常

重要。常用的作画姿势分为坐立式和站立式两种。

坐立式

作画时将画板放在画架上或者膝盖上，上身挺

立，保持与画板之间有一臂的距离，如此便可以从

宏观处着眼，把握好大的画面关系。

站立式

站立式的作画姿势通常适用于架上作画，画板

的高度与斜度根据作画者的身高调节，作画时可以

随时退远观察，把握整体。

握笔方式

作画时需要用铅笔去控制线条的粗细、长短、松紧等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习惯正确的握笔方式，画画的过程中才能做到随心切换。

控制倾斜度

中锋用笔，倾斜度大于 45°角，通

过小拇指支撑以稳定铅笔，常用于清晰的

线条或细节刻画。

侧锋用笔，倾斜度小于 30°角，铅笔

尽可能贴近纸面上线条变粗，常用于过渡

调子的排线。

前端握笔，越是接近笔头，铅笔就越

容易控制，越是前端握笔线条就会变的越

紧，常用于刻画视觉中心物体的边缘。

后方握笔，通过延长笔头并减轻握

笔的力度，保持手指松软画出松动较粗

的线条，常用于大面积上调子。

控制关节

当用铅笔拉长线时，我们的手以关节

为圆心做弧线运动，故此越是后方的关节

运动，画出的线就越直，在初学者练习的

过程中要学会控制其他关节不动。

手臂伸直，上下左右移动，铅笔竖直不

可弯曲，以此可以稳定测量的数据。

弯曲的手臂在运动时会让物体被测

量时的比例不准。

错误的测量姿势

控制握笔前后

站立式 坐立式 坐立式抱板

肩关节

中锋用笔 侧锋用笔 前端握笔 后端握笔

肘关节 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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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方法

绘画造型的基础是正确地认识表现对象，提高观察能力是绘画入门的基础要求。

作画前对表现对象进行整体观察、比较，这是克服作画盲目性，实现理性分析的前提。

初学者往往不太重视这个过程，只盯住一个局部，孤立地画完某一处，再画另一处，

这样的画法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顾此失彼，不能把握物体之间的比例大小、形体特征、

明暗色阶、空间虚实等方面的关系与对比。

整体观察即总体、全面、完整地观察，对物象做上下、左右、前后的全面审视，

理性分析并作出判断结果。比较观察的方法有很多，有形状的比较、距离的比较、

透视的比较等等，只有通过反复的比较，才能找准物体大的形体，避免只将目光停

留在一个物体上或一个物体的局部上。在整体观察、比较时，眯着眼看物体，可以

排除物体局部细节的干扰，有助于统揽整体，看到画面的大关系。整体观察比较，

不但是作画前必须要做的准备，而且要贯穿作画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自始至

终保持画面整体关系的协调统一。

形体与结构

    形体

其中包含着“形”与“体”两层含义，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形体是物体

存在的外在形式，是体现物体存在于空间中的立体造型，是素描造型的基本依据。

    结构

结构是形体的内在本质，形体是结构的外在表现。即形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占有空

间，就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形体与结构关系是素描的骨架，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素描

关系。

对象的光影、质感、体量和明暗等外在因素的存在是有条件可变的，唯有结构及

其所决定的形体才是本质的、不变的。想要透彻了解对象结构关系，那么就要忽视这

些外在的因素，并对结构的观察和测量与推理结合起来，同时将结构透视原理的运用

贯穿在观察过程中。

任何人都不可能一遍画准确，画画的过程就是不断修正的过程。发现自己画面

错误的方法有很多种，经常用到的有：将画板倒立过来和推远一点。倒立画板可以

检查出物体是否对称、是否水平、是否垂直等问题。推远观察可以摒弃细节，从而

更概括、简洁地观察物体之间大的比例关系。

一切立体的物体，其真实的形状是它所占有的三维空间，即它的体积空间，而一

切物体的体积是由它的体面限定的，或者说是由其体面构成的。体面的转折处、体面

与体面的连接处所呈现的“线”被称为“轮廓线”或“结构线”。三个以上的体面汇

聚交接而构成形体的尖角，即被称为“点”。

通过几何体理解对象

初学者往往会局部观察，“线性”地观察，缺乏整体意识，归纳将复杂的事物简化，更概括更整体的表达对象是造型基础的必要意识。几何是初学者首先接触到的内容，

世界上纷繁复杂的各种形态的物体形态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最基本的几何形体组合而成。通过概括将物体几何化，有助于理解物体的形体构成和结构转折。通过对几何形体的

理解，我们就可以掌握复杂的物体形态，更概括地对其进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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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面

在光线照射下，物体出现了受光和背光的明暗变化，不同位置受光程度不同，

于是形成了受光部分、中间部分和背光部分，即亮面、灰面和暗面，也就是黑、白、

灰三大面。在基本几何形体中．正方体在光线照射下所呈现的黑、白、灰三大面关

系最为清晰规范，圆球体的三大面关系则最为特殊。三大面中，亮面的色调变化简单，

暗面的色调变化含糊，灰面的色调变化丰富。

五大调

调子是指画面不同明度的黑白层次，是主观处理的画面层次变化，因此会呈现出

不同的风格特征，对比或浓重强烈，或淡雅柔和，或丰富，或单纯。

在三大面的基础上，综合环境因素与物体的结构，又细化出五大调子：亮面 ( 含

高光 )、灰面、明暗交界线、暗部 ( 含反光 )、投影。

五大调子在球体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无论光源的强弱、角度、距离怎么变化，也

无论物体体面起伏多么复杂，都不会改变五大调子的排列秩序。

观察角度

物体会因为观察者角度的不同而形

成俯视、平视、仰视等画面，俯视的画

面纵深开阔，空间感强烈，是初学者常

画到的角度；平视的画宽幅不变，而高

度缩短，但画面紧凑而稳定；在仰视角

度，平台缩短或直接消失，此角度的空

间最难塑造，通常在绘画中期用于练习

表现空间。

光影的影响

光源对画面的影响不容小视，它与画面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辅

助与被辅助、结构与被结构的关系。光源是画面造型的重要元素之一，

在暗示对象形体的同时更赋予其画面感。

光的位置对物体的影响 光的高低对物体的影响 投影遇到障碍起伏后的变化 

灰面

亮面

暗面

明暗交界线

暗部 ( 含反光 )

投影

亮面 ( 含高光 )

灰面

正光

侧光

逆光 光源偏高

光源偏低

俯视 平视 仰视

光
源

的
方

向

光
源

的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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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正方体的延伸，当我们掌握了正方体的透视及明暗变

化规律后，复杂的东西自然就迎刃而解了。画正方体主要掌握两点：一是透视，二是

依赖于明暗变化规律的形体塑造。

结构解剖

当我们能够看见正方体三个面时，

那它必定是三点透视。A 组、B 组、C 组

线朝各自的方向延伸，分别消失于一点。

明暗解析

正方体三个面的黑、白、灰变化很

明显，受空间和光线的影响，前面三个

面交汇的点最实，最远的点是画面最虚

的地方。

步骤一：定出正方体上、下、左、右高点，

确定正方体在画面中的位置，用长直线概括

其形体并找到暗部与投影。

步骤二：用侧锋上调子，整理正方体暗

部与桌面背景的固有色关系，同时整理交界

线与投影的强弱变化。

步骤三：进一步调整形体的同时用纸巾

顺着形体揉擦，塑造出正方体的体积感，并

适当表现三个面之间的转折变化。

步骤四：用硬铅塑造正方体三个面与背

景关系，使正方体每个面的前后关系到位。

背景的塑造可以适当主观突出主体物。

第二章  几何单体

正方体

A

A

A

A

C C C C

B

B

B

B

浅灰

重灰 更浅

浅灰 重灰

最实

最虚

空间影响

反
光
影
响

反
光
影
响

空间
影响

灰

重
灰

浅

空间和光线影响

光线影响 光线
影响

反
光
影
响

反
光
影
响 灰

反
光
影
响

亮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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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球体的掌握有利于对之后复杂物体的刻画，由方体过渡到球体在光照下呈现出五

大明暗色调，画好五大色调是球体学习的重点。作画时注意调子的方向感，正圆并不存在

透视，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球体的外形特征都是一样的。

圆的画法

如果先画出“田”字格，连接各

中点，然后再逐渐切出圆形，这种方

式并不能画出标准的圆形来。圆的正

确画法是先画出正方形的“田”字格，

连接对角线，用铅笔量出半径长度，

在对角线上做标记，进一步用直线切

割，擦掉多余辅助线，完善圆形。

明暗解析

在表现球体的亮部与背景时，亮部

周围画得重些，使空间感加强，但不能

画得太多，能衬托出主体物即可。注意

背景与轮廓的衔接与隐藏，不要将暗部

的边缘画得过深，要柔和过渡．这样才

能强化形体的体积感与空间感。反光不

能太强烈，要注意轻重变化。

步骤一：以正方形为基准将圆以切角的

方式将形起出，找出交界线与投影，交界线

是圆切面的椭圆。

步骤二：用侧锋以松动的线条将暗部调

子与台面背景上调，适当区分交界线与投影

的强弱变化。

步骤三：用纸巾顺着圆球形体揉擦，塑

造出球状体积，并让暗部与背景的调子和谐

统一，方便塑造。

步骤四：用硬铅深入塑造，通过重带灰、

灰带亮的方式让圆的过渡自然，体积饱满。

注意背景的笔触只能突出球体，不能太跳。

半径

高光

亮面

亮灰面

灰面

反光
投影

明暗
交界

线

r

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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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柱是由长方体演变而来的，其上下面各六条边尺寸相等，刻画时要注意透视

所产生的比例关系。当光照在六个面上，其明暗对比微妙，需尽量体现棱柱体强烈的

层次对比特征，注意几个灰面的变化。

透视剖析

六棱柱的透视相对长方体来说要复杂

一点．但都是遵循近大远小的原则。A组、

B 组、C 组、D 组线都朝各自的方向延伸分

别消失于一点。顶面中前面的梯形 E1 面积

大于后面的梯形 E2。

明暗剖析

区分六棱柱四个面的明暗差别，背光

的两个面中，中间的面为暗面，右边这个

面由于衬布反光而成为灰面。六棱柱从上

到下由重到轻，由实到虚；顶面为从前到

后由亮到灰，由实到虚。

步骤一：定出六棱柱的外轮廓，仔细对比三

个立面的面积比例，注意好六边形的透视关系。

步骤二：用侧锋以松动的方式铺上调子，

区分出六棱柱的亮暗面与背景台面的固有色

关系。

步骤三：通过纸巾顺着六棱柱的切面进

行揉擦，将六棱柱四个面的调子区分出层次

以完善体积，并在适当整理转折。

步骤四：深入刻画。重点深入六棱柱每

个面之间的转折变化，控制空间关系下的强

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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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础素描全教程

圆柱体是平面和弧面的结合体，它的弧度在视高不变的前提下，从任何角度观察其

形体基本都是一样的。为更好地理解和表现圆柱体。通常把它放在长方体中来认识。相

对方体来说，圆柱体的明暗过渡要含蓄得多，它的明暗交界线的灰色变化更为丰富。

透视剖析

由于我们能看到圆柱体平面和里面，

所以它一定是两点透视，也就是说 A 组

两条线需画出上方略宽，下方略窄的感

觉。顶面的圆形与正方形一样．将产生

近大远小的透视效果，B1 稍大于 B2。

明暗剖析

圆柱体从上到下，由重到灰，由实

到虚；顶面从前到后由亮到灰，由实到虚；

圆柱体的立面越接近桌面的部分，反光越

强。注意区别出灰面与反光的调子，表现

圆形物体时要保持明暗层次的明确性。

步骤一：定出圆柱体的长宽比例，观察

透视关系下的切圆变化，注意上大下小的关

系。找出明暗交界线与投影

步骤二：将暗部和背景台面铺上调子，圆

柱的交界线已经产生了厚度，需要将交界线的

厚薄轻重作出区分。

步骤三：用纸巾揉擦暗部与其他上过调

子的部位，塑造出圆柱的体积与基本的空间

关系。

步骤四：深入刻画圆柱的旋转里面和上

方切面，里面的塑造要做到过渡自然，切面

要整理前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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