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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PLASTER走 进 石 膏 像

素描石膏像在有的人眼里是索然无味的，就像是达·芬奇画鸡蛋一样不懂，但是素描石膏像

对我们把握人体的线条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美术专业素描石膏像的初学者要循序渐进地学习，切勿急于求成，想要一蹴而就。

素描石膏像主要学习内容有三：一是基本形体 ; 二是复杂形体 ; 三是人体部分。

一、基本形体

基本形体有几何形体、立方体、圆柱体、球体、圆锥体等，它们是素描训练的入门课目。由

于几何体结构简单，比例规范，特征鲜明，初学者容易从整体上把握，认识其基本规律——结构、

明暗、透视，并通过它们的组合、变化，能够了解大千世界各种物体都是由简单的重复、有规律

的组合而成。几何体表现是素描语言的开始，如光线、阴影、反光、体积、结构等。

二、复杂形体

复杂形体有浮雕、柱头、动物的头部，人物的五官、手、足等，它们比几何体更进一步表现

了物体的变化，增加了素描的语汇，整体与局部、比例、对称、转折等。特别是人物的五官、手、

足，这些是人体特征重要的组成部分，传达人的思想感情的主要器官。画好这些人体的“零部件”，

注意刻画其基本形体和关键细部，把握好“五官”在不同转向中的透视变化，可以说是为石膏像

素描学习做好了准备。

三、人体部分

石膏人体包括头像块面、头像肌肉、躯干解剖、人体解剖、人物头像、人物胸像、人物全身等。

石膏人体头像块面主要有贝多芬像、亚历山大像，它们对于初学者理解面部的立体构造，各个面

的轮廓、比例、转折、透视、解剖、明暗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画好头像块面，可为逐步过

渡到塑造石膏人像奠定坚实的基础。石膏人体掌握头部解剖结构及人体解剖结构，可以使初学者

认识不同位置的头骨转向规律，了解人体运动形体的变化。到了正式画人像时，就能自觉地寻找

人物的内在结构、组织构造。因此，初学者最好要熟记和了解。

　　头像、胸像、全身人像是素描石膏像教学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石膏头像是历年各美术院

校招考中素描考试的重点，也是本书所要着重讲解、示范的要点所在。古希腊、古罗马雕塑作品

之所以流传至今，成为各美术院校素描教学、训练的工具，其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它是训练素描

基本功最有效的方法，是锻炼人的眼、脑、手在作画过程中观察、分析、绘画能力的最佳途径。

作品成功与否，角度的选择至关重要，无论是常规还是特殊角度，我们都要分析这个角度是

否耐画，是否经得起推敲，选择它是要解决绘画的基本问题，研究基本规律，还是想表达某种特

殊的视觉感受？总之，要有研究目的或绘画感受，如果所画角度涉及的知识点多，就值得去推敲

和研究。

多数石膏像的头、颈、肩都有动势，哪种角度形体感强，并且在大的角度比较耐画的情况下，

上下左右的细节还比较丰富，这些问题在选角度时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建议大家常规和特殊视

角都要画，常规角度可以深入地研究形体和空间，而特殊视角则可以激发创作感受的表达，这两

种视角“通吃”，对石膏像的掌控能力才会全面。

虚实是靠主观意识控制的，但绝非胡编乱造，想哪里实就哪里实，想哪里虚就哪里虚，而是要在尊重客观真实景象

的前提下，将实的部分画得更实，虚的部分画得更虚。也就是说，需要将它们往各自的极端上发展，这样画面感、空间感、

节奏感才会强起来，才会更有画意。这与繁简对比、黑白对比以及交界线部分与暗部表现手法的不同一样，都是为了制

造矛盾和冲突，使画面的节奏更加强烈。有些同学画画“平”，是因为画得太“湿”了，就是上述的这些节奏对比画弱了，

总觉得暗部的细节看得很清楚，而舍不得虚下去所造成的。

再有，虚实一定要建立在形体归纳的基础上，假如只是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强烈，在实的部分用笔似乎很果断，虚的

地方一下都虚掉，而不是以虚实为塑造形体和表现空间的出发点，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是所谓的“形式大于本质”了。

所以，如果你画的石膏像没有体积感，只靠虚实来维持表面的效果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在绘画的基础教学阶段，无论

你的“技术”有多厉害，都不能离开绘画的本质和规律，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维扭转过来才行。

通常来说，近处的五官和交界线是必须往细里画的，但是，前提是大的空间意识、大的形体归纳必须先建立起来，

否则就会越画越碎，没了章法，也就是说，深入刻画是将形体考前的部分刻画充分、具体（记住，即使是琐碎的头发也

需要将其归纳到小组、大组中来表现），其余的随着空间推移逐渐弱下去，比如，可以保证大家在画面大关系整体和强

烈的基础上来深入，而不会紧盯着某个局部“死抠”。

没有太强的仰视

和俯视，是最常规、

最标准的视角，而作

者又恰恰坐在最耐画

的 3/4 角 度， 并 且

光线也是最丰富、最

有节奏、最能体现形

体的顶光，其目的就

是为了研究绘画中最

本质的艺术知识和规

律。在作画过程中一

定要注意前后和上下

空间的黑白与强弱的

节奏控制。

对于石膏像头部

和脖子的形体，作者

塑造得极为精彩，当

然这主要得归功于交

界线的刻画和前后的

虚实上。可见善于将

零散的形体通过交界

线归纳到大的、整体

的形体上来，并且在

刻画上遵循着前实后

虚的表现手法，也是

这幅优秀作品共同具

备的特点。

这幅作品如此大

的仰视视角，使得画

面效果极其强烈，与

常规角度效果截然不

同。这幅作品从大的

方面来说，首先是构

图完美，头顶离纸边

距离较小，下边距离

大，很好地增强了仰

视的视觉冲击力；其

次石膏像视线前方所

留 的 距 离 相 对 多 一

些，后脑勺离纸边的

距离相对少一些，视

觉上也十分平衡。

这种偏正面的大

仰视，其实是一个非

常难画的视角，难就

难在对于形体准确性

的要求上，但这种角

度却往往有较强的视

觉冲击力，因此吸引

着众多能力较强的学

生在此表现。此幅作

品 中 模 特 的 动 势 很

强，随着头部的扭动，

从下向上有一种很强

的上升气势。

石膏名称——罗马王，古罗马时期作品，现藏于意

大利那不勒斯美术馆，它是罗马时期肖像雕刻的代表之

一。

画石膏像的作用

选择的角度

虚 实

常规视角 侧面仰视

正侧角度 正面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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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虚”，如此“实”，如此严谨的作画手法，可见“虚

实”在绘画规律研究中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大家可以看到

暗部和亮部除了对形的交代外，细节全部弱掉。“掐两头，

弱中间”由此得名，也包括头部和头发的体积感都特别得强

烈。此幅作品除了把虚实推向了极致外，形体的归纳也做得

非常漂亮，如果需要继续深入，只要保持在同样节奏的前提

下，让亮部与暗部的细节逐渐显现出来就行了，也就是说，

深入是要在大的控制和形体中来深入的，决不能盯着局部盲

目“抠细”。

现在才提及感受，是因为它与“虚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却又不完全相同。虚实在某些方面还是挺较劲的，比如实要实到什么程度，虚又要虚到什么程度，

在控制上需要有丰富的经验。这个环节中的“感受”是在虚实的基础上放松心态，有点类似于场景速写的意思，要着眼于画面气氛的营造，同时不能以线来收形，要以

不同的灰、不同的亮和不同的黑，通过相互之间的叠加将形显现出来。在此环节不用考虑深入刻画的问题，一定要画出眯起眼睛看到的感觉，培养自己整体比较和思考

的习惯，避免今后由于深入而忽视了整体。

交代清楚来龙去脉，可以使形更加具体，更具特征，同时也可以提高我们细致观察事物的能力。只会运用虚实来表达感受，画面往往只有大的气氛，但不够耐看，

要知道感受和虚实要依附在形体结构准确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只有这样画面才能经得起推敲，才能成为经典！

来龙去脉——结构

通过上述的分析，“来龙去脉”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到底什么是“结构”呢？观点一：即指内部的构造，指人的形体、肌肉和骨骼要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

过内在的中线，以透视的眼光来观察左右对称的形体，就能够将颧骨、眉弓、下颌骨以及锁骨等内在的形体很好地联系在一起，无论姿势怎么变，其内在的骨骼是不会

变的，如此般观察可以很好地将形的准确性提高起来，倘若仅以铅笔从横向和纵向来比较倾斜度，形则难免出现“拧巴”的感觉。观点二：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或体

交织、组合在一起，也就是一个形与另一个形的衔接关系，称之为结构。比如人的眼球镶嵌在眼眶中，那两者到底是如何衔接的，再比如花瓶的瓶颈到底是如何与瓶肚

衔接的等等，这些都称之为结构。

优秀的作品画面也是一个充满“气”的世界，气韵连贯，

生气勃勃的感觉，这就是感受，人物和其他的景物以及环境

空间不是各自凸显，而是相互交融，人物消融在大气中，消

融在特定的此时此刻的空间中，整个画面是一个拆不开的整

体。就像抽象画家莱斯·马尔顿所描述的，好的作品蕴含着

一种巨大的能量，“它就像‘气’穿透的身体，形成于画面

之上……”

注意下卫的几个体面的划分，以及从前到腮帮子的方圆、深浅和与脖子之

间的几个穿插关系，作者都完成得非常好，要知道这些就是深入刻画时所要交

代清楚的。再如上眼皮、下眼皮、眼睑、眼球和瞳孔的穿插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呢？上眼皮是怎样包下来的，眼球又是怎样“镶”到眼皮里的，眼角的形又是

什么样的，这些细小结构形的“来龙去脉”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头发也是这

样，不管是在亮部还是暗部，我们都需要将它的形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穿插和叠

压关系交代清楚，耳朵、鼻子和脖子的方圆、虚实以及穿插关系也都要观察和

清楚才行。（大家要知道，当形越具体，问题暴露得就越清楚。假如此项练习

最终完成得好，则代表你找形的能力已经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了。）

经过上述“虚实”和“来龙去脉”的讲解，相信同学们的眼力比以前更加“锐利”。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

接触西方绘画体系中最重要的形体和空间了，只有掌握了形体的归纳，会塑造体积 , 空间也能表现出来，这才可

以说素描真正入门了。 

大家一定要清楚，在素描中离开了形体和空间，基本就可以定义为“门外汉”了。相对色彩来说，素描要理

性许多，而理性就代表需要我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和绘画规律来思考和表现，这种形体归纳的训练可以使大家主动

地去判断哪些明暗是能有效地将形体塑造起来，而不会被表面的深浅所迷惑。要知道抄调子抄得再准，体积也永

远无法完全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绘画知识和规律，夯实基本功。

你所画的“体”感越强，代表形体塑造能力就越强。当然，这需要作者有特别强烈的主动塑造意识，会画的

人是先有体积意识，然后再去寻找能够表现这个“体”的明暗；不会画的人眼睛只能分辨明暗的深浅，然后照抄

下来，而不懂得运用提炼与归纳的方法来表现形体。但是形体塑造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感受

中慢慢地将“形体”建立起来。

看这幅衣纹研究和画速写时，对于

衣褶概念的表现是一样的。希望大家看

过这幅作品后，也能像这样画出具有疏

密、方圆、强弱以及虚实的衣纹来，并

且透过这些表面的衣褶，还能画出内部

具有“张力”的形体来。

与石膏像的原理相同，交代清楚头

像中的“来龙去脉”同样可以使我们很

好地了解头部各部分的结构关系，避开

抄袭调子的嫌疑。同时，对于形与形之

间的穿插以及相互遮挡可以起到研究作

用。大家请看头发内外圈的方圆、松紧

以及与头之间到底是如何衔接的，包括

眼睛、耳朵、脖子与衣领的穿插以及鼻

头上几层灰的划分，都十分清楚地交代

了出来。并且线条的变化是很丰富的，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结合得非常漂亮。

而且五官刻画多一些，其他部分相对少

一些，主次关系控制得十分恰当。

虚的表现手法使画面有种十分柔美的感觉，在多数情况

下“虚”要比“实”更有画意。因此“虚”就成了画面最重

要的一个表现手段，除了五官以外，其余部分基本都是虚的。

感受的重要性

来龙去脉的作用

形体的归纳

衣纹的研究

素描头像中的来龙去脉

小卫结构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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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许多，而理性就代表需要我们掌握一定的知识和绘画规律来思考和表现，这种形体归纳的训练可以使大家主动

地去判断哪些明暗是能有效地将形体塑造起来，而不会被表面的深浅所迷惑。要知道抄调子抄得再准，体积也永

远无法完全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绘画知识和规律，夯实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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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先有体积意识，然后再去寻找能够表现这个“体”的明暗；不会画的人眼睛只能分辨明暗的深浅，然后照抄

下来，而不懂得运用提炼与归纳的方法来表现形体。但是形体塑造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感受

中慢慢地将“形体”建立起来。

看这幅衣纹研究和画速写时，对于

衣褶概念的表现是一样的。希望大家看

过这幅作品后，也能像这样画出具有疏

密、方圆、强弱以及虚实的衣纹来，并

且透过这些表面的衣褶，还能画出内部

具有“张力”的形体来。

与石膏像的原理相同，交代清楚头

像中的“来龙去脉”同样可以使我们很

好地了解头部各部分的结构关系，避开

抄袭调子的嫌疑。同时，对于形与形之

间的穿插以及相互遮挡可以起到研究作

用。大家请看头发内外圈的方圆、松紧

以及与头之间到底是如何衔接的，包括

眼睛、耳朵、脖子与衣领的穿插以及鼻

头上几层灰的划分，都十分清楚地交代

了出来。并且线条的变化是很丰富的，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结合得非常漂亮。

而且五官刻画多一些，其他部分相对少

一些，主次关系控制得十分恰当。

虚的表现手法使画面有种十分柔美的感觉，在多数情况

下“虚”要比“实”更有画意。因此“虚”就成了画面最重

要的一个表现手段，除了五官以外，其余部分基本都是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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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部
眼睛是素描头像中最具生命力的一个部分，是表现的重点。眼睛常被形容为心灵的窗户，它最能传达人物的内心，表现人物的情感。刻画眼睛的神态能为画面极大

地提升人物的生动性，不管是炯炯有神的，或是萎靡不振的，各种眼神都将给画面注入一种气氛，使人物不呆板、不僵硬。

刻画眼睛不能仅局限于眼球这一小部分，整个眼眶周围的结构都应联系起来刻画，眉弓骨突出于眼眶上部，可以把眉弓骨理解为中部略有转折的长方体。眉毛是附

着在表面的皮毛，画眉毛时，主要依据本质的眉骨来表现，要注意眉骨的虚实、轻重、转折关系，并结合眉毛生长的朝向和规律来表现，眉头与中间部分实而密，眉梢

部分虚而轻且向下弯。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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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上投影的形具有微妙的起伏变化和深浅变化，并且投影的重度要略重于上眼皮的反光。

内眼角基本上藏于暗部中，虽然虚，但整个形体穿插还是要交代清楚的，并且在这个角度上，内眼角的起伏转折要与整体头像结合起来。有不少人画出的眼线角度

和头型角度不一致，也就出现所谓的透视问题。

眼睛的结构相对复杂，由眼球、上眼睑、下眼睑、眼眶和瞳孔组成。表现眼睛时要用透视的方法观察对象。各个面部相互遮挡，外表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

表现时尽可能简单地全面化地看待对象，这样更有利于找准形。

眼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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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  部
嘴巴是表达感情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嘴唇的动态变化非常丰富，只看嘴唇的形态，就能知道人物内心是喜是悲。嘴唇的固有色偏红，比皮肤稍深一点，在表现的时候，

嘴唇的明度不宜画得过深、过暗、过重，避免出现生硬之感。嘴部外形不应死描嘴唇边缘轮廓，应用松散的虚实对比来表现柔和的嘴唇体块转折。

嘴是一个微拱的弧形，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半个圆柱体。嘴唇周围有口轮匝肌环绕，塑造时应连同口轮匝肌的形体一同表现，才能体现整个嘴唇的立体感；嘴唇覆

盖在牙齿上，牙齿的形状成马蹄状，嘴唇及口轮匝肌依附在上面，因此形成圆柱形表面结构；嘴唇以人中为界，左右均等，上下嘴唇都分上下两个面，面的转折处也是

嘴唇上的明暗交界线所在之处。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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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嘴巴特别要注意嘴角处上嘴唇边线和交界线之间的穿插关系，假如过于强调嘴的边缘线，就会减弱体的感觉。并且上嘴唇的边线和交界线以及嘴唇中线和下嘴唇

的底部边线，这些相对平行的部分要注意强弱、粗细、方圆和虚实等方面的变化，同时还要注意它们之间空间上的虚实和深浅也不相同。

上嘴唇投到下嘴唇上的一条很窄的投影，可以很好地加强嘴部的形体和空间，嘴唇的形体塑造一定要附着在口轮匝肌这块大的形体之上。此画左侧嘴角画得十分精彩。

偏正面嘴部形体结构分析

把嘴巴归纳成几种简单的几何体，方体、圆柱体、球体，偶尔也有锥体，上嘴唇呈圆柱体，通过对嘴部形体的归纳和分析，告诉我们只有用简单的几何形体考虑造型，

才能比较容易解决各种对初学者来说似乎很棘手的问题。

嘴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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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  部
鼻子是脸部的正中轴，也是脸部形体起伏最强的结构，正确地表现出鼻子的形体结构和透视变化，不仅美观画面，更重要的是给脸部一个稳定的支撑。如果鼻子出

现问题，将直接影响眼和嘴的连贯性，使脸部出现扭曲的透视错误。 我们可以将鼻子最原始的形态理解为梯形体，一个突出于脸部表面、有厚度、有体积的梯形体。

鼻梁分为左、中、右三方面，鼻头呈球体形，左、右包含两个半球形体的鼻翼。

鼻子的位置在双眼、颧骨、眉弓骨之间，是脸部中轴线的体现。刻画鼻子的上端部分要与眼睛联系起来塑造，鼻梁侧边两面与下眼袋紧密相连。刻画鼻子的下端部

分要与人中联系起来塑造，鼻子的投影随人中的结构而起伏，不可随意乱画。

整个鼻子的塑造重点在鼻头和鼻底的位置，这里是起伏最强烈也是明暗对比关系最强烈的部位，鼻头看似圆润，但刻画的时候应避免画出圆溜溜的感觉，容易让形

体软弱无力。刻画时用笔应偏“方”，交代出形体的挺拔感，圆中见方，塑造出紧凑的形体结构。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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