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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体为7.5个头长，坐直时，约为5.5至6个头长，下蹲挺

直时约为3.5至4个头长。人体的1∕2在耻骨联合处，上段为头、

颈、躯干和上肢，下段为下肢。

以头长为单位，下颏至乳头为一个头长，乳头至脐孔为一个

头长，脐孔至臀部结束为一个头长。

上肢为3个头长，前臂1个头长，上臂4／3

个头长，手为2／3头长，上肢下垂时肘弯约在腰

部，手指尖在肩至足底中心处，即大腿中部。

下肢为4个头长，大腿小腿各2个头长，足底

为1个头长（女性略小于这个比例）。

男性肩宽为两个头长，女性为1.5头长，男

女腰宽均约为一个头长，臀宽1.5个头长。

第一章  速写基础知识
第一节人体比例

画速写的第一步就是定出人物的比例,同时也要考虑到画面的构图。人物的比例正确了,整个人物才会协调、自然人在做各种姿势的时候,形体的长短、粗细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还是保持着原

有的比例,只不过是形体发生了折叠或弯曲等变化。全面了解人体的比例关系,有助于我们在画各种动态时解决人物比例画得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试默写中,了解人体各个部位间的比例关系,

有助于对整体人物形象的把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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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速写基础知识

第二节人体解剖

解剖是分割的艺术,通过这种艺术,躯干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可以被一一地分解开,人们也可以从中观察到这些组成部分的位置、形状、结构、功能特点。”这应该算是对解这一纯粹生理

学学科的一种解释。事实上,生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植物王国中的生合物质,在辨别生物体结构的诸多手段中,解剖是历史最长,同时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在研究人类机体的学科中,尤其是在

医学和人类学中,解部是一项基本的认知手段。

对于绘画艺术而言,要想正确描绘人体,学习解学中对人体的系统描述是最有效,最直的一种方式。因为解剖学研究的是不同身体部位的形态结构,同时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部位在人体运动

中所起的作用,把它们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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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体动态

重心

一般画人物速写,画面中的人能够站稳就OK,人能够持续站稳,重心一定是在两只脚的范围内,只有重心稳了,人站着才舒适。一般来

讲,从颈部作垂直线到地面,应该在两只脚的范围内,人体三大体块应该围绕着这条重心线变化,相互反向受力以达到力量的均衡。

运动之美是运动员们通过充满张力的身体运动产生出力量美感,而舞蹈之美则是通过动身体完

美曲线产生身体的美感,我们觉得他们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运动的线条,即动势线。观察者是通过人

体骨架(颈椎、四肢骨骼)的扭动变化来插捉人物动态,找到关键的动势线。人物无论什么姿势都有动

势,在速写写生中,首先要观察的就是人物的大致姿势，根据人物的姿势,用几条线先概括出人物的身

体倾向。

动势

第一章  速写基础知识



5

脊柱分析

脊柱是人体最重要的支撑结构,是人体运动的枢纽和主要动态线,主导着头、胸廓和骨盆的运动,同时也协调着

人体各部分的运动与平衡。

脊柱在速写里简称为“一竖线”,它在人体正面的表现形式为从颈窝到胸窝,到肚脐,再到耻骨联合这样一条纵

线的弯曲变化,这点非常重要,它为我们观察人体正面的动态提供依据。

脊柱自然状态下呈现s形曲线，脊柱的起伏带动着身体大团块的穿插关系。通过颈椎连接头、颈、肩之间的穿

插，通过腰椎连接胸、腰、胯之间的穿插。胸腔与胯部的团块跟随脊柱的走向。

脊椎的弯曲

脊椎侧面观，形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具有四个弯曲，颈椎与腰椎凸向前，胸椎和骶椎凸向后。脊椎上部二弯

曲势徐缓，下部二弯曲势急峻。

脊椎弯曲的生理功能，可缓冲来自下肢的震动、保护大脑，使躯干对抗肌处于省力的平衡状态。同时，脊柱

弯曲具有补偿的性质，使人体的重量平均地分配在重心线的前后。从造型角度看，脊柱弯曲形成了具有节奏感的

美的线条，这线条的变化与人体的体态和动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体积

人体的头部、胸部和骨盆三部分的形体可概括成三块立方体，称三体积。

头部，人之首，由面部与头颅二部分合成。形态为一块高比宽要长的立方体。

胸部，躯干之上部，内由胸骨，肋骨和胸椎连结成卵圆形笼状胸廓，基本上是固定结构，以保护人体心肺等

重要的内脏器官。外形上胸部是呈倾斜的立方体。

骨盆，躯干之下部。也是由骨骼固定的结构。外形上与胸部呈相反倾斜，其立方体的高度较胸为段。

三体积均是固定不动的整体，由脊椎贯串连接，脊柱的活动可使三步分体积相互发生不同的位置变化。
三体积的位置变化

人体脊椎的弯曲、旋转、形成了三体积的俯仰和扭动等不同状态，这些位

置的变化，显示了人体躯干的基本形态，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透视变化，其相

互关系是人体动态造型使之生动和具有深度感的关键。

脊柱线

脊柱是人体的脊梁骨，脊椎是垂直的纵轴，也是人体结构和形态上的主要特征。

人体运动中的脊柱线

脊柱线是人体运动时的主要动态线。脊柱线

的变化决定了人体各部分的位置，并使他们相互

协调和具有节奏感。

第一章  速写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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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肩膀动态线,即左右肩峰的连线;骨盆动态线,即左右股骨大转子连线。

2. 肩部与骨盆位于躯干的上、下两端,是躯干连接四肢的肢纽带,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示了人体胸腔体块和骨盆体块的平行

倾斜、旋转的运动变化。人体立正时,肩膀和骨盆动态线呈水平状并相互平行;人体活动时肩膀和骨盆动态线呈反向倾斜;人体跑动时,肩膀和骨盆动态线以脊柱线为轴心前后旋转,这种旋转

也可以称为对置,通常是胸廓和肩部在同一方向,而臀部和腿部则扭转到相反的方向。

人体正立时二横成水平状，二横线相互平行。

人体活动时二横线倾斜呈相反状。

人体跑步时胸部与骨盆扭动，二横前后旋转，并决定四肢动作的趋势。

人体形态的造型步骤

人体形态的造型与风景、静物画打轮廓的方法不同，必须从人体的结构出发，首先确定人体中心线（即脊柱线），观察左右两侧的形状变化，确定二横、三体积的位置和状态，抓住主

要骨点，反复校队然后才能深入刻画。

第四节  动态分析

第一章  速写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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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局部练习

第一节  五官

眼睛的部分准确说由眼球和眼眶组合而成，眉弓的起伏由于眼球的加入形成更复杂的穿插，他们的体积相互连贯形成阶梯状的变化，眼部的体

积从大到小的区分显得非常微妙，从球状体积到小的眼皮覆盖关系均要我们好好的理解清楚。

眼睛的总体关系是眼球镶嵌

与眼眶内，眼眶自身的起伏形成

及眉弓上几个朝向面关系。

上下眼皮可理解为有一定厚度的圆环，

圆环相互叠压，上眼皮铺盖在下眼皮之上，

注意上眼皮打在下眼皮处的投影变化。

眼皮开合处位于眼睛的下半部分，正常

状态下眼黑有近三分之一藏在上眼皮中。

上眼皮的高点位于眼皮三分之一处，下眼皮高点

位于后面的三分之一处，切勿化成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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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的理解内容很容易寻找，梯形体积是最为基础的基础，但大部分同学只画了表

面，有了体积，以为鼻头鼻翼完成就是变化。想要真正知道什么是鼻子，就必须了解其内

形组合是什么样的，其穿插变化的什么样的，不同的人又有什么样的特征。

鼻子的形状与穿插

鼻子由鼻骨、鼻软骨、鼻球和鼻翼组成，他们之间的组合形成变化多样的穿插变化。

不同特征的鼻子

鼻子的特征根据鼻梁宽度、鼻根位置、鼻头鼻翼

大小、鼻头鼻翼的高低而决定。

鼻子

从全侧面去观察会发现从鼻骨

到鼻软骨和鼻球之间呈现Z形转折

1 .  鼻 骨 与

鼻软骨的穿插。

2. 鼻肌横面与鼻

翼的穿插。

从底面观察会发现

鼻头和鼻翼是三个弧形

的穿插组合。

鼻梁是接近圆柱的

形态，只因骨点二产生

起伏。

鼻根部位呈现

沙漏形，而鼻骨接

近菱形。

侧面起伏由两处穿

插组成。

注 意 鼻 梁

和鼻球之间的

前后关系。

第二章  局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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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部连接着众多表情肌，是面部表情变动最大的区域，通过口轮匝肌向四周连接。嘴的表达不在于嘴唇如何精致，而是嘴部团块是否饱满完整。要理解嘴部形体便要从结构关系和体积

关系中去感受和判断。

嘴巴长在上下牙床之上，嘴巴犹如附着于圆柱体上，其透视关系亦会随着圆柱产生变化。

嘴唇的形状中有三段明显的突起，上唇部分是唇珠的起伏形状（注意2中的起伏），下唇由相框形状拼合而成，在刻画是一定要在嘴唇上寻找这几块起伏变化。

上下唇之间的关机如两个柱体的组合，

交接后形成口缝，其整体就像翻开的书籍。嘴部最重要的两段

肌肉便是降口角肌和口

轮匝肌，降口角肌覆盖

于口轮匝肌之上。

降口角肌

口轮匝肌

嘴巴

嘴唇的边缘有一段起伏，此段起伏可以理解为小圆柱的形状。

第二章  局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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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的内容不多，几乎全部由软组织组合而成，软组织之间通过起伏连接出现耳屏和内外耳轮的关系。耳朵需要了解的内容并不像其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生长的位置，朝向关系，包括自

身的形状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耳朵与颧骨之间形成Z字形的转折，由

此不难看出耳朵并非贴于侧脸之上。

正面角度
除 耳 垂 外 ，

其余所有的结构

内容都是软骨的

起伏变化，可以

说耳朵都是各种

不规则圆弧的组

成，但通过轮廓

上的高低变化产

生方的作用。

耳 朵 与 脸 颊

的关系犹如一扇

打开的门，他们

之间是形成角度

的，要理解耳朵

的位置朝向就要

从三维的角度去

感受。

耳朵的形状接近于一个凹陷的长方

形体积，当光线照射后将出现明显的光

影变化关系。尤其在耳轮照射在内耳轮

的部分，其投影形状将耳朵体积。

耳朵

从 正 面

看 ， 耳 朵 与 脸

颊形成15°左

右 的 夹 角 ， 耳

朵 并 不 是 贴 在

脸上。

第二章  局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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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头部

头部的基本形体结构关系 头部的基本形以球状体和

楔状体为主，从不同角度看头部

可看到主次不同。在学习中要理

解基本体块形，并树立“立体的

块形”的概念。

1.当我们从高出看人的头部时，脸部从眉弓以下开始变窄、缩小，头盖骨的圆拱占据了主要的位置。

2.当我们从地下朝上仰视时，与头骨相比，脸部显然占据了支配的地位，面容也呈现出一种新模样，从下仰视脸部，我们

可以看到五官底面。

人体形态的造型步骤

人体形态的造型与风景、静物画打轮廓的方法不同，

必须从人体的结构出发，首先确定人体中心线（即脊柱

线），观察左右两侧的形状变化，确定二横、三体积的位

置和状态，抓住主要骨点，反复校队然后才能深入刻画。

面 部 形 态 可

概括成平行的立

方形眼眶体、半

个圆柱状的上颌

体及三角形的下

颌体。

头部的形体概括

头 部 整 个 形

体成立方体

头 部 可 分 成

面部与脑颅部

第二章  局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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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中老年面貌特征

男性中老年的面貌特征主要集中在眉弓、额头、法令纹以及口轮匝肌周围，比如加强眉弓的厚度以及眉毛的粗细程度，法令纹加深，口轮匝肌的胡须长度，这些特征是对于塑造男中老

年必不可少的原素。

脸型特征

脸型以方形脸为主，骨骼的高低点明显，或者圆脸男中老年身体特征会发生一定的提醒变化，出现发福的情况，同样脸部肌肉会出现松垮特征。

面貌特征具体分部区域

额头：抬头纹会加重，

发际线往后退。

头发的画法

1. 定稿，先确定头发的基本形，分组概括头发的层次。2. 确定光源，区分头发的受光面和背光面，贴近脸周边的高点、卡重。3. 丰富头发的层次关系，尤其是灰面的塑造，注意发形收

形以及刘海的主次。

眼轮匝肌：眼窝加深，

眼角的鱼尾纹加深。

口轮匝肌：加深法令纹和

胡须的长度。
胡须的不同特征

头部形态的不同类型（前面观）

面型的分类包括椭圆形、卵圆形、倒卵圆形、圆形、方型、长方形、

菱形、梯形、倒梯形、五角形等十种。头部的分型也可包括长头、中头、圆

头、超圆头等。面型与头型的分类对塑造形象。铺捉头部形象特征均有重要

的意义。

侧面头部由于前额的坡度，后脑 的平凸、下颌的倾斜变化等，均对形象

塑造关系颇大，熟悉各种类型有利于刻画侧面头像的形象特征。

第二章  局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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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业不同的服饰特征

第二章  局部练习



14   绝对联考·人物速写

第二章  局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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