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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写静物素描与几何体素描都是运用简单的工具，以线条和色块来描绘对象，都是通过形体、结构、比例、空

间、位置、明暗光影等造型手段来塑造对象的质感。静物素描的对象与石膏几何体不同，它们由多种颜色组成，

如陶罐是赭色，橘子是橙红色，还有青色的瓷器及彩色的衬布等。其质感也多种多样，如玻璃杯是光洁透明的，

衬布是柔软的，陶罐是坚硬的。因此静物素描更能训练作画者的构图能力、营造物体空间的能力，对培养概括

复杂形体的能力和表现不同质感的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章 基础知识

静物素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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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工具

正方我们进行素描学习之前，应准备好所要使用的工具，还

要对所使用的工具有所了解。熟悉工具、材料包括两层意思 :

一是要了解工具、材料的性能，二是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和预见使用效果。

风景铅笔：铅笔分软硬两类，6H—H 是硬铅，B—8B 是软铅，HB 为中性。

初学素描时用得较多的是 H 到 6B 的铅笔，因为太硬的铅笔不适合画线条、

打调子，而过软的铅笔初学者往往又掌握不好。

风景橡皮、橡皮泥：橡皮，用于修改、擦拭画面，但不纯粹是为“擦除”

所用，橡皮在素描中更多是一种表现的工具，在塑造物体的过程中巧用橡

皮是学习素描重要的技法；橡皮泥，又叫作可塑橡皮，它不能完全替代橡皮，

但可以随意捏出一个尖角或者一个齐整的边缘，用来处理物体细节，深入

刻画物体。

风景画纸：素描纸尽量选用较厚的、纹理粗糙的纸张，一般素描纸有漂白

的和原浆的两种，各有其特点。漂白素描纸色泽白、质地细腻，画出的画

面效果响亮、对比强烈，但不易上铅；原浆素描纸色泽发黄、质地粗糙，

易上铅，画起来较易上手。

风景其他辅助工具：画板、画架、夹子、胶带、美工刀等。

作画姿势

正方正确的写生姿势 ,有助于整体观察和表现对象。在绘画时，身体应与画板相距一臂左右，姿势要保持端正，

手要基本伸直，画板要与眼睛视线成直角。画者与写生对象之间的最佳距离，通常在对象高度或宽度的三倍到

五倍之间，太远了看不清楚对象的细部，太近了会因透视原因引起变形。

画纸

画板

软

硬

美工刀

橡皮

夹子

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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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茶杯 电水壶

人的物体黑、白、灰三大面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依据其中微妙的变化就可以细化三大面，延伸出

五大调子。五大调子是指在三大面的基础上详细划分出的五个色调层次，包括亮调子、灰调子、明暗交界线、

反光和投影。

不同物体明暗交界线的变化

右侧光 顶光 左侧光

不同光照角度下球体明暗交界线的变化。

亮色调

素描亮色调是受光直接照射的受光面，受光焦

点为高光，一般越光滑的物体，高光越明亮（高

光是物体表面直接反射光源形成的亮点，是亮

调中最亮的部分）。

中间色调

素描中间色调是物体受光线侧射的地方，是介

于亮色调和明暗交界线之间的过渡地带，也称

“灰调子”。

明暗交界线

素描明暗交界线是物体受光部和背光部交接的

地方。它既不受光线直射，也不受环境反光影

响，是物体上颜色最重、明度最低的部位。

反光

素描邻近物的反射光作用于物体的暗部而形成

反光。一般来说，反光的色调明度不应超过亮

色调。

投影

素描投影是光线被遮挡后，在物体背光一侧顺

光线投射方向的阴影。其形状和光源位置、物

体的形状及支撑物表面的起伏有关。

物体的明暗规律

明暗交界线

亮面

灰面

反光

投影

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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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单一的色阶是没有变化的，同时也不易表现物体的空间体积感。这里就需要我们学会画深浅变化的渐变调

子。在实际练习的时候，不要单纯地依赖铅笔型号的不同，也要通过调整用笔的力度和方向来表现调子的深浅

变化。

竖向渐变 侧向渐变 中心扩散渐变 向心渐变

浅                                         适中                                        深

铅笔线条交叉的次数与密度决定了调子的深浅程度。排线时用笔速度要快，线条要干净利落。

铅笔单一色块的排线方向一定要统一，不然画面中的线条会显得很凌乱。注意排线之间的间隙不要

过于稀疏，也不要太密，要保正笔触清晰自然。

向右斜向平行直线

向左斜向平行直线

交叉直线

调子与排线的关系

5H 铅笔

2H 铅笔

HB 铅笔

2B 铅笔

4B 铅笔

8B 铅笔

04

明暗调子的表现方法

铅笔先用软铅概括铺出玻

璃杯大的明暗关系。

铅笔再用硬铅强调玻璃的坚硬

质感，注意结合玻璃杯身的结构

特征，调整用笔的方向。

调子与工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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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与量感的表现

定点画水果时首先应区分其基本形体，

其次从固有色上区分水果的色阶。刻画

时注意水果大的受光面和背光面，蒂、

蒂窝、疤痕等都要分析其结构和明暗，

用笔要贴合形体结构。

定点金属制品都

有一个共同点，

表面如同镜面，

易受周围环境的

影响，反光强烈。

在处理这类物品

时，除了表现其

自身体积外，在

折射面区域塑造

一定的镜像能增

加其质感，但要

注意镜像虚实关

系的处理。

定点陶瓷类器物的表面有一层光釉，光滑的釉面可

以将周围的物体反射在器皿表面。画时要小心地留

出高光，中间色要深，用笔要顺着形体自然变化。

定点玻璃的质感主要是靠环境色和光源色

体现出来的，高光和反光都比较分散，但

也需逐一表现出来，它们能更好地体现出

玻璃坚硬、光滑、透明的质感。

正方质感，是指物体的物质属性。不同的物质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知，如陶罐的粗糙、玻璃的光洁、丝绸的柔软、

金属的坚硬等。量感，是指物体的重量感，不同的重量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知。在造型艺术中，量感与质感的

表现是密切联系的。在素描造型中，对物体质感与量感的刻画，将使物象的表现更真实而富于感染力。

定点画叶类蔬菜的重点是整合形体，像白菜、花菜、菠

菜等都应这样处理。而瓜类蔬菜则应优先考虑其自身体

积，再考虑瓜类的固有色及上面的斑纹或者起伏的疙瘩，

像冬瓜、苦瓜、萝卜等都应这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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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苹果为常见的球形水果，其表皮光滑，高

光明显。刻画时可运用画圆球体的知识来分析

苹果的形体结构以及明暗调子。刻画时要很好

地表现苹果表面明暗的变化规律，用笔应细

腻 ,亮、灰部线条走向要清晰，注意蒂窝部分

是依附在大的球体形状上的，要按照蒂窝的结

构转折来排线。
步骤步骤一 : 确定苹果的基本比例与位置，根据

苹果的形体特征用直线切画出其外形。

步骤步骤二 : 结合球体的结构，分析苹果的结构

关系。从大明暗出发，画出苹果的明暗交界线及

投影，初步呈现立体空间感。

步骤步骤三 : 先用较软的铅笔铺出苹果的暗面与

投影，再用硬些的铅笔，顺着明暗交界线向苹果

的灰面和亮面过渡，用笔不宜太重。

步骤步骤四 : 结合苹果的结构用笔，仔细塑造苹

果的质感，注意高光与反光的表现。最后强调暗

部与投影，丰富画面的空间效果。

正放苹果的画法

参考照片

第二章 范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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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放苹果的画法

苹果

技法提示
金属苹果凹陷的蒂窝部分是塑造侧放苹果成

功与否的关键 ,在画这部分时应顺着蒂窝向外

按其生长的规律圆转着用笔，这样有利于增强

苹果的结构特征。画苹果的高光部分时，要注

意高光的具体形状，不能画成“白圆圈”。高

光旁边的灰色调子也要画出轻重变化来。

步骤步骤一 : 确定苹果的基本比例与位置，用直

线切出大形，注意果蒂处的形体转折应准确。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二 : 结合球体的结构，找出苹果的明暗

交界线，区分亮、暗面关系。

步骤步骤三 : 拉开明暗交界线的强弱变化，逐渐

过渡到灰面调子，注意蒂窝的明暗转折处应结合

形体的结构用笔。

步骤步骤四 : 细化苹果各部分的明暗层次，注意

高光与底部反光的处理。整体调整画面，加强暗

部的虚实变化，充分表现苹果的体积感和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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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橘子呈扁圆形，光亮的表皮上有颗粒状的

小凸起，所以高光应适当弱化。橘子较浅的固

有色要着重表现，适当增加明暗交界线的刻画。

注意橘子的形体变化，用笔用线要交错。用笔

的方向应根据形体转折的方向进行变化，这样

有助于塑造橘子的体积感。橘子的蒂把长得歪

歪扭扭的，而且枝干表皮凹凸不平，刻画时应

结合其特点表现出质地的特征。 步骤步骤一 : 观察橘子的形象特征，确定橘子的

外形并画出明暗交界线及投影位置。

步骤步骤二 : 沿着橘子的明暗交界线，用均匀的

调子区别橘子的受光面和背光面。明确大明暗关

系。

步骤步骤三 : 深入刻画橘子的暗部，同时沿着明

暗交界线画出橘子的灰面。注意明暗交界线的虚

实变化。

步骤步骤四 : 注意橘子蒂把周围微妙的明暗变

化，调整高光、反光等细节，使画面层次更丰富、

生动。

橘子的画法

参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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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的画法

苹果

技法提示
金属梨的形体的处理方法与苹果相似，但梨的

表皮颜色较浅且较粗糙，因此高光不如苹果明

显，刻画时应适当弱化。梨的亮面和灰面层次

变化微妙，明暗交界线的调子过渡并不是很深

刻，所以在表现时应注意亮灰层次的用笔，切

莫下笔太重。梨柄为较细的圆柱体，要画出明

暗交界线。对底部蒂窝的形体起伏进行细致描

绘，可增强梨的生动性。 步骤步骤一 : 确定梨的比例关系，勾勒出轮廓。

注意用笔要轻松，形状要准确。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二 : 确定梨的形状、结构和透视，并找

出明暗交界线，确定梨的明暗大关系。

步骤步骤三 : 充分刻画梨的暗部，对灰部色调进

行合理安排。注意明暗交界线的深浅和强弱变化。

步骤步骤四 : 结合梨的形体转折用笔、用线，充

分表现梨的黑、白、灰关系，使其明暗层次丰富、

调子过渡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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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香蕉的色调较淡，表面没有明显的高光。

在刻画时应联系长方体的形体特点及造型方

法，运用明暗规律进行深入塑造。香蕉的形体

结构与六面柱体略有相似，只是棱角处转折没

有几何体明显，外形呈弧形。在表现明暗交界

部位和亮部转折部位的时候，注意对棱角线进

行刻画，避免平面化。

步骤步骤一 : 用简洁的直线明确外形，强化外部

结构线和轮廓线。

步骤步骤二 : 分出香蕉的受光面和背光面，使香

蕉呈现大的明暗关系。

步骤步骤三 : 继续刻画香蕉的暗面，注意将边缘

线融入到调子的层次里面，同时沿着明暗交界线

向灰部进行深入塑造。

步骤步骤四 :对香蕉的整体关系进行强调或减弱，

保持亮部的亮度以便正确表现香蕉的固有色，强

化画面的空间关系。

香蕉的画法

参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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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技法提示
金属西红柿形体简单，表面光滑 ,高光突出。

在造型上要突出西红柿的形态特征，要用严密

的线条和均匀的色调表现西红柿平滑的表面，

笔触不要太僵硬、明显。通过深入细致的刻画，

充分表现其严谨的结构和平滑的质感特征。在

处理西红柿亮面时，不能画花、画脏，一定要

给人鲜活、干净的感觉。果蒂部分的形体较复

杂，但可主观概括其明暗关系。 步骤步骤一 : 观察西红柿的外形特征，画出西红

柿的基本外形，注意把握果蒂部分的形体转折。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二 : 仔细分析果蒂与明暗交界线处的明

暗变化，用软铅快速铺出西红柿的暗面。

步骤步骤三 : 将西红柿理解为圆球体，对西红柿

的体积关系、空间关系和质感进行初步塑造。注

意应顺着形体的转折用笔。

步骤步骤四 : 由暗面开始，对灰部、亮部、投影

等部分进行深入刻画，注意果蒂、反光、高光等

细节特征的表现。 

西红柿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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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法提示
金属青椒由多个不规则瓣组成，其形体结构

可概括为多面柱体，青椒的固有色较深，表

面光滑且高光明显。在刻画时可以先把高光

的位置空出来，细节部分要准确把握青椒蒂

把的造型，并区分出蒂把的亮、暗面，表现

出立体感。表面不规则的凹凸结构，可用琐

碎的短线条来表现。

步骤步骤一 : 观察青椒的外形特征，画出青椒的

外形，注意把握蒂把部分的形体转折。

步骤步骤二 : 用较软的铅笔快速、准确地铺出青

椒的暗部与投影，拉开大的明暗关系。

步骤步骤三 : 继续细化青椒的暗部和灰部，刻画

时注意线条应有虚实、轻重的变化。

步骤步骤四 : 深入刻画，拉开青椒的黑、白、灰

关系，调整画面暗、亮部色调，使调子过渡自然。

青椒的画法

参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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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步骤一 : 勾勒出白萝卜的轮廓，并画出明暗

交界线及投影的位置。 

参考照片

步骤步骤二 : 沿着白萝卜的明暗交界线连同投影

施以浅浅的调子，形成大的明暗及体积关系。

步骤步骤三 : 加强暗部刻画的同时对白萝卜的灰

面进行刻画。结合形体的柱面转折进行排线，注

意线与线的衔接与过渡。

步骤步骤四 : 结合白萝卜的固有色及表面纹理特

征，处理好明暗调子的过渡。最后对白萝卜各部

分的细节进行调整，使其质感更生动。

    

技法提示
金属萝卜的整体形体浑圆、饱满，接近圆柱体。

在刻画时要结合形体表面的起伏变化用笔，处

理好明暗交界线的过渡。萝卜根和萝卜缨的质

感与颜色有所不同。根部表皮亮白且比较光滑，

没有明显的高光，所以高光的处理要含蓄，表

现时要充分考虑光线对白色外皮造成的明暗层

次。萝卜缨一般裸露于土壤之上，会有一些偏绿，

所以在刻画时色调应比萝卜其他部分深一些。

白萝卜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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