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3002

色调，是一幅画面中色彩的总体倾向和效果，是多样色彩配置

取得和谐的重要因素。正如音乐一般，无调不成曲，没有明确的

色调，画面必定混乱。各种不同的色调，让观者感受到庄重、生动、

活泼、平静等各种感情的传递，这与大自然色彩给人的心理感受

是一致的。如金色的秋天给人以欢乐的情绪，阴冷的冬天给人以

灰蒙蒙的感受，阳光给人以振奋的信心，原野给人以恬静的温馨。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要表现的主题和内容的需要，对要表达的色

调进行选择。

我们可根据色彩美感的基本规律，抛开光线的约束，以平面

的布置方法表现对象；也可完全以画家主观的情感需求，大胆地

加以提炼、取舍、加工、夸张、变化，着眼于自身的审美视觉，

即我们所称的主观色彩体系。无论采取何种表现方法和手段，我

们都要研究色彩美的规律，在布局中让画面凝聚在一个点上，适

当弱化其他地方，使其形成构图中心，尤其要让主要形象通过色

彩的对比更加突出。当然，这种对比是应该在不破坏色彩协调性

和风格统一性的基础上适当进行的。

在一幅作品中，色彩之间的明度、纯度等各种对比往往是交错

布局的，色的轻重、刺激强度所形成的重量感影响着画面的协调性，

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其相互间的平衡和呼应关系。同时，我们

还要注意颜色的节奏关系，色彩渐变所形成的升调和降调，色相、

明暗、强弱的变化重复出现形成的一种节奏感，在色彩的画面布

置中应有化繁为简的意识，这也是现代绘画追求的一个方向。

色调的构建原则
和谐统一、对比变化、主次分明、均衡稳定、节奏明确是色调

的构建原则，一幅优秀的作品应涵盖上述几个原则。单一从色调方

面来讲，和谐统一是整幅画面的灵魂，不应出现完全对立的画面关

系，主次分明，节奏明确即画面出彩之处。若要画面能够打动读者，

应严把节奏、主次这一关，为画面赋予灵动之魂，让美穿梭于画面

之中。

和谐统一
和谐统一原则是指色彩作品中色彩相互协调，在差异中趋向一

致的视觉效果。和谐统一原则是构建画面氛围的重点之一。如下

图所示，该幅作品中，整个画面氛围比较浓郁，张弛有序，前景、

中景和远景形成鲜明对比，前后空间关系的处理使得画面层次丰富

且不失完整，这就使得整个画面和谐统一。和谐统一作为优秀作品

的一种特征，能使人在安静平和的心境中获得审美享受。

对比变化
对比的存在是一幅作品形成的基本条件，对比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一幅作品的色彩在色相、纯度、明

度上的差异，以及色块的大小、曲直、动静、强弱、清浊、冷暖、聚散、断续、阴阳、简繁、疏密等都是艺

术的重要对比关系。恰当地运用对比手法、强化对比效果，可以提高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如作画过程中，

前后、主次物体对比关系明确，主体物的色彩明度及物体的大小需存在强烈的对比关系，前面衬布明快，变

化丰富，而为了与背景更好地融合，后面的衬布则以虚为主，边缘松动，笔触灵活，使之变化自然，对比丰

富。物体的聚散、疏密对比关系也要明确。

均衡稳定
画面的均衡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画面重量感的均衡，二是色彩对比上具有的相对稳定感。要使画面均衡、

稳定，一定要避免一边倒或头重脚轻的情况出现。均衡的画面是以画面的中心为基准，向上下、左右或对角

线方向作重量调整。稳定的色彩关系使画面有舒适、优雅的视觉效果，使色彩具有美感的表现。

主次分明
画面色彩有主次之分。形成画面基调的色彩为主体色（比如蓝色调中大面积的蓝色）；衬托色和点缀色

为次要色彩，它们对画面的色调不起决定作用，但通过对比，它们能达到丰富画面的作用。

节奏明确	
作品中色彩的配置富有节奏感，才能产生统一中有变化的美感。如果画面中都是比较极端的颜色，如大

红、大紫，就会令人烦躁不安；画面全是灰色，就会显得消沉，没有活力。只有将纯色、中间色、灰色作合

理搭配，用心经营位置，推敲用色，才能获得富有节奏感的画面效果。

色调与色彩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色彩关系有序、合理，画面色调感就强；色彩关系凌乱无序，画面就缺

少色调感。换句话说要想获得画面和谐的整体色调，就必须建立和谐统一的画面色彩关系，推敲用色的纯度、

明度，并对色彩进行适当归纳与概括。对现实的色彩进行合理的归纳和概括，或者说准确把握一幅画面的整

体色彩关系，是完成一幅色彩作品的必要条件。

色稿的练习极为重要，它可以锻炼我们对画面的组织能力、对色调的协调能力、对物体的概括能力等，

所以大量的色稿练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认识画面和组织画面。色稿就是我们作画时铺色的第一步，如果铺

色时色调及空间关系表现不妥，则直接会影响到接下来的画面关系。所以色稿与画作息息相关，不容忽视。

如果在刻画前就能明确表现出对象的整体色调，那么局部色彩也会随之变得明确而容易把握，色彩的整

体关系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这时，色调就成了作画者对缤纷的自然色彩进行归纳和概括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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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是针对画面整体效果而言的一个概念。色调的和谐可使画面

更加整体、统一，更富有美感。依据色彩的倾向可分为冷色调和暖色

调两大类，如果再细分可依据色相、纯度、对比等做细致分类。

作画前应对色彩的理论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以便为接下来的作画

做好铺垫。如看到一张照片时应从何处读取，如何理解，画面中物体

的颜色倾向、颜色的区分等。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有助于理解

与品读画面。

明度：色彩的明暗、深浅程度差异。一般情况下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指一种颜色本身的明与暗；二是指不同色相之间存在着明与暗的

区别。

 纯度：一种颜色的饱和程度，它是由色彩中灰色含量的多寡决

定的。含量越少，色彩就越饱和，即纯度就高。

 色相：颜色的相貌特征，光谱色中的红、橙、黄、绿、蓝、青、

紫以及两端之色混合成的红紫，是最基本的几种色相。

同类色：同一种色相不同倾向的颜色系列称之为同类色。

饱和度：指色相的明确或含糊，鲜艳或浑浊的程度。

色调含义 TONAL MEANING



005004

色调是针对画面整体效果而言的一个概念。色调的和谐可使画面

更加整体、统一，更富有美感。依据色彩的倾向可分为冷色调和暖色

调两大类，如果再细分可依据色相、纯度、对比等做细致分类。

作画前应对色彩的理论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以便为接下来的作画

做好铺垫。如看到一张照片时应从何处读取，如何理解，画面中物体

的颜色倾向、颜色的区分等。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有助于理解

与品读画面。

明度：色彩的明暗、深浅程度差异。一般情况下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指一种颜色本身的明与暗；二是指不同色相之间存在着明与暗的

区别。

 纯度：一种颜色的饱和程度，它是由色彩中灰色含量的多寡决

定的。含量越少，色彩就越饱和，即纯度就高。

 色相：颜色的相貌特征，光谱色中的红、橙、黄、绿、蓝、青、

紫以及两端之色混合成的红紫，是最基本的几种色相。

同类色：同一种色相不同倾向的颜色系列称之为同类色。

饱和度：指色相的明确或含糊，鲜艳或浑浊的程度。

色调含义 TONAL MEANING



007006

铺色时，简单地概括交代出物体的大块面关系

（亮部、暗部和投影），用笔肯定，用色准确，在

画面的整体调性中进行铺色，为之后的塑造阶段作

铺垫。一幅画面如果铺色铺得理想，之后就无须做

大量的修改。

注意水果在果盘中的放置关系，其色彩鲜艳且

饱和度较高。水果塑造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着画

面的效果。重色陶罐通常作为一组静物中的主体物

出现，上了釉的陶罐材质往往表面比较光滑，高光、

反光比较强烈，给人以敦实、厚重的感觉，注意其

体感和重量感的表现。

 色调画面本身不需要过于深入的刻画，交

代清大的体块关系，画面调性，最后用生动、利

落的笔触概括水果蒂部、餐刀、花枝等，作点睛

之笔。

玻璃器皿的表现应注意以下几点：

1. 玻璃器皿本身的质感，透明度较高，反光

强烈，材质较为细腻。

2. 杯内液体的表现应简单、概括。

3. 应将其融入整幅画面的环境之中，同时注

意透视的把握。

由于整组静物的调性为红色调，故陶罐的暗

部、高脚杯中的饮料、水果暗部等可适当地增添

红色的倾向，使物体的颜色与画面整体色调更加

统一，相互呼应。

整幅画面的调性受绿色衬布的影响，以绿色调为

主。需注意控制绿色衬布的纯度，可与水果的纯度

多进行比较。

陶罐和水果的搭配是考试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组合方式，搭配红色系环境的出现，画面效果浓郁、出彩。但相对而言，红

色系衬布在刻画过程中出现“火”“焦”等问题，不容易处理好，需要作者具有明确的思路和一定的控制力。掌握了色彩的

作画规律和技巧，就相当于掌握了驾驭色彩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同学们经常说的“捷径”。

绿色调的处理对于考生来说较有难度，因稍微控制不好，画面则会显得不协调，显得尤为突兀。如画面中以绿色衬布主

导画面的色调，其不应过于沉闷，可适当地添加黄色与蓝色的成分中和，使其颜色更加沉稳。追求色调统一和谐为主，略微

展现画面的层次和黑白灰关系即可。

红色调 绿色调

作者有意地削弱了左侧水果

的纯度和对比关系，将果盘内的

物体作为整幅画面的视觉中心处

理。画面的主次、强弱对比、空

间等都有着较好的组织关系。

主衬布的起伏富有韵律，

边缘处理松动自然，底衬布的光

感从左至右十分明确，强化了画

面的层次关系。

背景处揉入了冷灰色的颜色倾

向，一方面降降暖红色调的火气，

另一方面加强了前后的空间，增强

画面中色彩颜色的联系性。

作者在处理物体时用笔概括有

力，在陶罐、水果、主衬布等物体的

用笔中无不体现作者的肯定，说明作

者事先对画面作了明确的分析，才能

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画面中灰层次的区域较多，但

作者在这其中做了微妙的区分，使

灰层次既能很好地统一在一个层次

中，又能具有微妙的区分。

画面中，深色陶罐、葡萄、绿

色衬布、浅色衬布、背景几部分形

成了非常明确的黑白灰层次关系。

作者在处理画面时，揉入

了大量的黄灰色、蓝灰色，增

强了画面的稳定性和丰富性。

画面中大部分物体属于灰层

次，唯独果盘内水果的明度、纯度

较高，但作者主观地削弱了橘子的

纯度，使橘红色在绿色的氛围里不

至于太不搭调，画面更加和谐统一。

色调种类 TYPE OF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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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中大部分物体属于灰层

次，唯独果盘内水果的明度、纯度

较高，但作者主观地削弱了橘子的

纯度，使橘红色在绿色的氛围里不

至于太不搭调，画面更加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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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颜色接近的水果注意区分：

1. 从明度、纯度、黑白对比度上，削弱左侧

梨子，突显苹果和右侧梨子。

2. 从物体的色彩倾向上区分三者，尤其果盘

内两个水果之间作微妙的区分。

3. 从大小上区分两个梨子，且朝向也非常自然。

陶罐的明度较重，在处理时需明确区分亮、

暗面之间的明度和冷暖上的关系。罐口的刻画尽

可能到位，口沿部分应明确表达罐子的厚度，同

时也概括出了罐口区域的明度层次。罐身部分只

用了两大面进行概括，却清楚、完整地表达了罐

子的体积感。

画面中的暖色成分（暖色浅衬布、苹果、葡

萄、梨子等）均适当地降低纯度，不要画得过暖，

只为更好地融于冷色调画面之中。

作者对冷色调进行了主观处理，在冷色衬布

中揉入了大量的暖灰色，降低蓝色“生”“冷”

的特性。使画面中暖色水果和环境更加协调，画

面的调性更加和谐、统一。

这组静物的色调明确，明度层次跨度大，调性

上容易统一，又能拉开对比，难点在于同类色的区

分上。

色调是营造画面氛围很重要的方面，是各种色彩很好地加以主观组织后的“容貌”。处理冷色调画面时，注意画面中暖色

物体在调性下的协调关系。组织色稿画面时，应以画面大的色彩关系为前提，忽略小的细节，为画面色调服务。下图中静物组

合色调清新、利落、调性明确，是一幅精彩的色稿作品。

色调在画面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一幅优美的画面其色调准确、协调与否，直接决定画面的优劣。色调是相对的，

在画面中是变化统一的。色调和色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色彩关系有序、合理，画面的色调感就强。掌握了色彩的作画

规律和技巧，就相当于掌握了驾驭色彩的有效手段。黄色调的画面中同类色较多，也是处理时容易混淆不清的一点，下图

中各种黄色区分明确又和谐统一，画面氛围舒适，非常值得临摹、借鉴。

蓝色调 黄色调

白瓷盘本身反光度高，材质较为细腻。它本身

的固有色偏冷灰色，但在暖色的环境中受到影响，

有较为强烈的暖色反光。刻画口沿和底部时应注意

其边缘的弧度，若表现得恰当，可辅助体现其形体

特征。
暖色调画面中，冷色局部的添加和

融合，冷暖色之间的相互衬托，使画面

的关系愈加和谐，赏心悦目。 

水果的概括整体、明确，造型圆中带方，

盘内两个水果的前后空间区分强烈。

整幅画面笼罩一层和谐、自然、

贴切的暖色关系，画面中黑白灰关系明

确，几处重色层次明确从而形成和谐的

画面。 

主体物的概括较为明确，以冷暖和明

度之分将其基本形体表达得淋漓尽致。亮部

的颜色中融入了倾向，与色调形成颜色之间

的呼应关系。罐口的表现形象、准确、生动。

衬布的概括有方，前后空间关系明确，

用笔松动，物体与投影的关系自然、融洽，

是一幅不错的色稿作品。

水果的概括较为贴切，亮部、暗部、

灰部的关系明确，用色大胆、肯定。白

盘子的高明度处理，使得画面层次更加

丰富。黄色水果在白盘子上的投影较为

贴切，适当地添加紫灰色成分，与黄色

水果相协调。

背景的颜色其明度处于画面的中间

层次，同时与主体物的亮部形成一定的

区分。背景与画面的交界处应削弱处理，

减弱对比，只为加强画面的空间关系。

白色物体受环境色的影响较大，要

整理好反映在上面的环境色，概括统一，

形成和谐的块面。颜色的处理上尽可能

通透，便于体现其质感。

色调种类 TYPE OF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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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颜色中融入了倾向，与色调形成颜色之间

的呼应关系。罐口的表现形象、准确、生动。

衬布的概括有方，前后空间关系明确，

用笔松动，物体与投影的关系自然、融洽，

是一幅不错的色稿作品。

水果的概括较为贴切，亮部、暗部、

灰部的关系明确，用色大胆、肯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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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切，适当地添加紫灰色成分，与黄色

水果相协调。

背景的颜色其明度处于画面的中间

层次，同时与主体物的亮部形成一定的

区分。背景与画面的交界处应削弱处理，

减弱对比，只为加强画面的空间关系。

白色物体受环境色的影响较大，要

整理好反映在上面的环境色，概括统一，

形成和谐的块面。颜色的处理上尽可能

通透，便于体现其质感。

色调种类 TYPE OF TON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11010

黑、白、灰的布局

在绘画构图中，黑白灰的分布对画面尤为重要，是至关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我

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画面主要黑白灰的布局不乱，画面就不会乱。画面黑白灰的布局形成

黑白色块的因素一般说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光线照射，受光面为“亮”，形成“白”，背

光面为“暗”，形成“黑”，其余为过渡的“灰”色。二是固有色相自身形成的黑白灰关系，

例如重色陶罐、白盘、衬布等。三是主观安排，默写时，我们可根据画面构图进行黑白灰

的分布和设计，有意组织成符合美学原理的画面布局。

黑白灰的处理，一般的规律是遇黑变白，以白衬黑，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以黑色取形，

以白色取光，黑白相间的情况下灰色相互连接，在大黑大白之间，灰色过渡。感性、大胆

地出手，理性、细心地收敛，做到画面的主要部分醒目耐看，次要部分概括，琐碎的地方统一。

总之，我们在考虑黑白灰色块布局时，既要尊重客观表现对象的自然秩序，又需要我们有

意安排和主观强调，仔细斟酌画面的黑白灰结构。

绘画过程中，当我们在考虑黑白灰结构时，首先应该以黑白灰的概念去归纳物象的色相，

抓住黑白基调和对比进行处理。黑与白需要细致安排，尤其注意黑白灰的概括，大体的拉

开黑白灰三大关系，减弱小的对比，使一切小的变化服从大关系的对比。画面中黑白对比

的重复，产生了黑白的节奏，是黑白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画面缺乏黑白节奏，将导致

画面单调和无序。

黑白稿在色彩科目中是必须要学的课程，用简单的黑白两色对画面进行组织、

概括，要分清画面的黑白灰关系，将主次关系清晰化。如下图，罐子、橘子和葡萄

的重色，与衬布、苹果和盘子的亮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层次关系，使画面丰富、协调，

富有节奏。

黑白关系 BLACK AND WHITE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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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训练中先对单色加以熟悉和适应，再

通过详细地观察和分析静物组合，将色块应用到画

面中去。在处理单色稿时经常会遇到明度雷同的情

况，如右侧的梨子和衬布明度相仿，单色稿中我们

没有办法通过色相、纯度等关系区分，只能通过明

度区分，可主观提高梨子的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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