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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素描：是研究处在空间中的立体构造。     

    2. 形式规律的研究：线的组织、黑白组织、节奏等。用形

式体现人的精神，如明清文人画。

    3.学习中提高绘画品味：有形式高的品位，有形式低的品位。

追求形式高的品位，如保罗 •塞尚强调面与面的关系、埃贡 •席

勒强调线、凡 •高强调线和色。

    4. 古典与现代：是一个体系的不同阶段。是统一，不是对抗。 

    5. 绘画的新旧：不在于写实或不写实，而在于人的精神。

    6.我的风格不是追求出来的，而是解决最基本问题——体积，

而形成的。

    7. 我一直解决一个技术问题：边线，以边线来塑造体积。

一开始我画得平，体积感不强，看了美国的很多名画以后，做

到了体积感的一半，高浮雕，后面的看不出。中国很多画面的

人特别注意界线，线的观念太强，体积感不强。

    8. 解决体积问题：由浅越来越深，层次上认真做了一下。

边缘线的每一个小斜面仔细推敲，边缘线很清楚。

    9. 体积感：侧光、顶光。过去名作多采用这种采光，以画

出立体感。平光：为了平面化采用平光。

    10. 研究风格不可能，因为各种风格都有了，要研究问题。

——靳尚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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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写在考试之前
天赋 + 勤奋 + 科学的方法

本节提问：王  祁

回    答：李  靖

王祁：我之前也是在一线的老师，包括后面因为工作的原因走访了更多的学校和画室，有这么一种现象，很多小孩在画画的时候给我的感觉缺乏信心，老觉得自己画得不好是因为天

赋的原因。感觉自己比别的学生理解起来要慢很多，李老师您觉得天赋对于学生来讲真的那么重要吗？

李靖：其实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画得不好这个问题要分几方面来看。第一，我觉得画得好还是相对差一些，跟学生对待画画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经常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在学习或者画画上不怎么“灵光”的小孩，在其他的方面或许很有才，比如，唱歌、跳舞或者打游戏等，那么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态度

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么往往我们感兴趣的事，也会做得特别好。很多学生可能会说：“我对画画不感兴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分析，你为何对画

画不感兴趣，而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我在这个事情上思考了很久，我的理解是当我们对某一个事物感兴趣并愿意去付出努力的时候，必然是因为这件事会让我们在精神层面产生愉悦以

及成就感，这两点满足了任何一点，都会让我们对带给我们这种感觉的事情感兴趣，如果你感觉画画不能给你带来愉悦感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成就感来产生兴趣。

王祁：如果这个学生本身画得不好，怎么产生成就感呢？

李靖：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引导，首先我们需要耐心的引导学生坚持把一个事情做下去，坚持就是我说的第二点，我们对待学生要有耐心，不能因为学生一时画不好就放弃，

同时要鼓励学生坚持下去，这时候我们可以找出来一些容易出效果的知识点，让学生去完成，当他耐心完成了以后，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画面和之前会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时候他就会产

生成就感。可能慢慢地也对画画感兴趣了。

王祁：那么天赋对画画是真的有大家说的影响那么大吗？

李靖：我认为天赋的养成就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成长的过程也不同，所以就产生了所谓天赋的说法，当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之前的行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恰巧

某一些经历和你要做的事情有侧面辅助关系的时候，你会理解得特别快，这也就是所谓的天赋。但是天赋对于绘画真的没那么大影响，哪怕没有天赋，只要你认真、自信而且坚持下去，

自然就能很快地理解。

王：如何抓住模特儿的特征？   

李：抓模特儿的特征有效的办法主要有三点：首先就是要对你眼前的模特儿有一个整体的观察，抓住模特儿的动态特征，也就是头、颈、胸腔三大块的扭动关系（包括这三块的比例），

这是最能反映模特儿特质的三大特点。第二，抓对象的结构特点（也可以说骨骼特点），有的人额头非常饱满，有的人很平很短，有的人颧骨很突出，又或者有的人是龅牙等，这都是结构（骨

骼）特点，这些特点往往比五官来得更本质，更深刻，很多人画肖像精力全放在五官上，看似描得一模一样，但是还是无法达到入木三分的那种神似，其原因就在于此。结构特点明确后，

就要着手找五官了，但还不是具体的五官形状，而是五官的体积（也就是五官周围的联系），这些联系都天衣无缝了，五官其实也就很简单了。最后再将五官找具体，让五官从脸上突出

起来，这样从里到外地雕琢才能最充分地表达模特儿的个性，让你的肖像变得生动，不至于流于表面。

王：谈谈画面的节奏。

李：节奏本是音乐中的词，乐曲中通过高低起伏长短不一的排列组合扣人心弦，绘画其实也相似，它也是通过画面元素的变化产生节奏从而给人一种美感。所以其实节奏的关键就是冲突。

例如我们画人物的时候，模特无论摆出什么动作，他身体一侧紧绷，另外一侧就必然放松，这一松一紧便产生节奏，再比如画风景，一棵大树，树干总是厚重而整洁，而树枝则随风轻扬，

变化无穷，这一繁一简，也是节奏。所以在组织一个画面时，无论是何种内容，都应该尽量体会对象的个性，找出其中各种冲突与差别，画面自然就有了节奏，就产生了美感，才会生动自然。

王：关于画面松紧问题。

李：我对画面松紧的问题的理解其实就是一张画到底着重画什么。例如画头像，那便是着重刻画头骨的形和五官，像一些并不贴着形体的毛发，或者衣服等等我都会选择松处理，再

例如全身人物表现的时候，那我肯定要把人体的动态画明确，而一些无关紧要的衣服的装饰物或者不能体现动态的衣褶松处理，再例如承重的重心腿紧，放松的腿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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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大师的必要性，如何临摹大师作品？

本节提问：王  祁

回    答：韩  鹏

王祁：很多学生在训练的时候都有一个疑惑，就是临摹大师到底有没有作用？感觉当时临摹的时候挺好的，可是临完了以后不

能应用到画面里面来？

韩鹏：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学生临摹都会出现的问题，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就是临摹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照抄大师画面，没有去理

解、研究，再加上平常学习的时候理论知识没有掌握，所以在临摹的时候就不知道从何入手。学生很多时候会忽略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只有把基础知识掌握了，拿着这些知识，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去大师作品里寻求答案，这样才是真正的临摹，简单地模仿只能学到

表面的皮毛。

王祁：联考与美院考试的相同与不同？

韩鹏：我接触过不少联考的阅卷老师，他们大部分是各大美院毕业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对绘画的认

识通常也与美院老师并无出入，一样是非常注重绘画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本质上联考和美术学院考试的阅卷标准是没有区别的，那

就是都非常注重考察学生对绘画基本规律的掌握。不过考试的群体来说，两者小有不同。联考是面向一个省的考试，而美院的考试

是面向全国的人才选拔，所以说首先联考的竞争力是不如美院考试大的，这也导致很多其实并没有完全掌握造型规律的学生通过一

些做效果的办法从而把画面处理得比较完整，可能会侥幸过关，因为联考中有更多的连基本画面完整都做不到的学生陪衬，但是这

也并不会埋没真正掌握造型规律真正画得好的学生，真正好的画面老师一定是看得见的，这点毋庸置疑。而美院考试相对来说，就

是高手对决了，学生能力相对都较强，水平差距也大多在毫厘之间，真的能从中脱颖而出的实属不易。所以我认为，联考和美院考

试并无本质区别，只是面对的考生水准有所差异，仅此而已。

S K E T C H 
PORTRAIT
BUSTS.
肖像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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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2. 夸张：遵从美学规律。

    3. 到位：准确——不是三庭五眼

的     准确，而是感觉（形）上的舒服。

明暗色调到位：比如明暗交界线，斜

一点不到位，宽一点结构塑造不到位，

窄一点不行。明暗深浅，深一点，浅

一点都不行，在于控制。

    4. 美院附中与地方考生的区别：

美院附中可贵的是整体，地方考生虽

深入刻画不错，但欠缺整体。整体可

能一个人一辈子都做不到。

    5. 整体：明暗调子有变化但必须

统一。比如反光再亮，因其是暗部调

子也应该暗，把握控制一个度。亮部

上重的地方再暗也比暗部亮。亮部暗

部必须明确，虽然大多书上都写过，

都知道，但是还犯——意识不强。

    6. 解剖建议：背过肌肉的起始、

大小、方向等对素描有很大帮助。

    7. 塑造大的形体、大的关系。

    8. 主张画画直接一些。

    9. 技术先练到家。

    10. 形：通过素描解决。色彩：倾

向必须明确，几个大色块成色调。

    11. 基本东西一定要解决，否则到

以后“底气”不足。

    12. 量一定要多，无量也就无质的

飞跃。

——王少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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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提问：王  祁

回    答：韩  鹏

王祁：很多学生在训练的时候都有一个疑惑，就是临摹大师到底有没有作用？感觉当时临摹的时候挺好的，可是临完了以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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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基础知识掌握了，拿着这些知识，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去大师作品里寻求答案，这样才是真正的临摹，简单地模仿只能学到

表面的皮毛。

王祁：联考与美院考试的相同与不同？

韩鹏：我接触过不少联考的阅卷老师，他们大部分是各大美院毕业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对绘画的认

识通常也与美院老师并无出入，一样是非常注重绘画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本质上联考和美术学院考试的阅卷标准是没有区别的，那

就是都非常注重考察学生对绘画基本规律的掌握。不过考试的群体来说，两者小有不同。联考是面向一个省的考试，而美院的考试

是面向全国的人才选拔，所以说首先联考的竞争力是不如美院考试大的，这也导致很多其实并没有完全掌握造型规律的学生通过一

些做效果的办法从而把画面处理得比较完整，可能会侥幸过关，因为联考中有更多的连基本画面完整都做不到的学生陪衬，但是这

也并不会埋没真正掌握造型规律真正画得好的学生，真正好的画面老师一定是看得见的，这点毋庸置疑。而美院考试相对来说，就

是高手对决了，学生能力相对都较强，水平差距也大多在毫厘之间，真的能从中脱颖而出的实属不易。所以我认为，联考和美院考

试并无本质区别，只是面对的考生水准有所差异，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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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这是高度的艺术诚实。

画素描绝不单纯是打轮廓；素描不是仅由线条所组成的。

素描——它还具有表现力，有内在的形，有画的全局，是艺术的雏形。素描本身已包含着全画的四分之三强。如果要我在自己门上挂一块匾额，我将在上面写上“素

描学派”四个字，因为我坚信，一位画家是靠什么来造就的。

除了色彩，素描是包罗万象的。

素描要不断地画，当没有机会用铅笔画素描时，就用眼睛画。在你们未能把确切观察到的事物画出来之前，你们是创作不出真实美好的事物的。

依赖圆规的艺术家一定也信赖幽灵。

阿佩列斯说：“不要虚度哪怕是一天连一根线条也不画的日子。”他已经说得这样恳切，而我要向你们补充一句：“线条——这是素描，这就是一切。”在研

究描绘对象时，首先必须注意整体，向整体要答案，只有从整体出发。细节——应当是举足轻重的，而且是一些须使其本身就范的琐细事物。形式应当广泛，一定

要宽阔些！

第二章：关于素描的一些知识

形——这是一切的基础和条件。即使烟雾也必须用线来表现。

请注意模特儿各部分相互之间的大小关系，这里包含着整体的特

色。最好是让模特儿一下子震惊你们，这样才能立即产生深刻的印象。

如果谁无视这种方法，他只能在纸上徘徊搜索，什么肯定的东西也树

不起来。你们刻意要表现的形象应该先在你们的头脑里整体地展现出

来，当你们描绘形象时才能和你们早在构思中已经掌握好的形象一样

得到充分体现。

在画人物速写时，请首先努力把人物的动作特征牢牢抓住，并肯

定下来。我还要经常向你们重复一句话：：“运动——这是生命。”

要在你们创作的作品上看不出你们在运用技巧时表现出的轻松

感。最好在你们的画上只看到成果，而看不出你们所采取的表现手段。

熟练的技巧应当利用，但切不可热衷于这种技巧的轻松感。

线和形愈是简练，就愈富有美和魅力。相反的往往是你们只顾分

析形的局部，使局部彼此松散无力，而最终一定会把形弄得支离破碎。

不要一门心思琢磨创作什么美的人物个性。这种美的个性要在模

特儿本身中去探索。

美的形体——就是最率直的圆周式的布局。把瞬间的理解感觉凝

固在画面上。

美的形体——在这里一切都是富有弹性的和饱满的，在这种形体

里的细节是不会损害庞杂众多场面的总体面貌的。

造型的对比和趣味，有对比才能有趣味。比如侧面头像：脑门窄

窄的，鼻子长长的。脑门的扁形和鼻子的竖长形成对比。

形体必须是健康的。

形体的完整与否到作品最后完成时才显露出来。有些人仅满足于

素描感觉，只要感觉表现出来了，他们便以为足够了。可是拉斐尔和

列奥纳多·达·芬奇却向你们充分证实：感觉和准确性是可以调和起

来的。

观察造型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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