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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

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 

                                                                                                       ——歌德



02 解 读 联 考 I

单个物体的表现

  色彩训练的内容：单个物体到多个物体（由简单到复杂）。训练方式：单

色训练（单色主要解决素描造型的用笔技法和表现技法），多色训练（色彩关

系结合到用笔技法、表现技法）。

实物观察：
  注 意 苹 果 的 形
状特点，并在心中结
合 物 体 分 出 大 概 的
亮面、灰面和暗面，
以便于下一步走形。

步骤：

1. 起形，用单色勾出物体的特征，并加水稀释出物体的单色变化，分出亮暗面。

2.从亮色入手，迅速铺出物体的亮面颜色，由亮到暗，再到灰，进行比较几块颜色的明度、

纯度、冷暖变化。

3. 找出暗部和灰部、投影等，注意用笔技法和用色的干湿结合，进行深入刻画。

4. 调整完成。找出物体的反光、高光以及果蒂等小细节。多用勾、扫等技法在画面中

画龙点睛，进行画面调整，完成形色结合。

  在表现单色稿

时应多注意笔触的走

向、大小，以及用色

的干湿，练习用笔触

进行塑造物体。下笔

即是形与体，即是完

整的素描关系。

黄色苹果调色技巧

亮部：大量白 + 柠檬黄 + 少量黄绿

灰部：大量白 + 柠檬黄 + 少量黄绿 + 红

紫灰 / 黄绿

暗部：土黄 + 橘红 + 淡紫灰

投影：群青 + 橘红 + 蓝紫灰

素描关系 + 色彩关系 = 形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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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表现单色稿时，应多练习笔触与干湿画法的结合，完成形体塑造。在多色物体训练中，形体与

色彩则要采取结合，以达到色彩的造型。

  苹果、橘子、梨等都是考试中最为常见的形式，至于它们的摆放，不仅要学会画站立的果子，同时也

要学会画倒着摆放的果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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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的表现：画葡萄时，勿面面俱到，一定要注意前后的虚实变化、冷暖变化、纯灰变化以及空间上的大

小变化。抓住中间几个主要的葡萄仔细刻画即可，其余的弱画。最后一定要有整串葡萄的感觉，而非都是单个

的跳出来。

  橙子的表现：在造型上比照片更漂亮（作者做主观的处理），整体用笔大胆、肯定，黑白灰区分的很明确，

用色纯灰对比很强烈，投影压得住，很好的形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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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的表现：注意四根香蕉从最前面到最后一根的变化（前亮后暗、前实后虚、前纯后灰），冷

暖上前冷后暖（前后相比较而言），已达到冷暖上的微妙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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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画步骤图之二：（水果类）

主，强化。

小，纯度低。

虚，明度、纯度减弱。

概括突出主体。

空间层次的表现。

1 2

3

4

步骤一：

  首先用橘黄等暖颜色铺一层底色，再用简单的熟褐单色勾勒出物体的形状，

注意物体之间前后和疏密关系。其次，物体将高低错落有序，保持画面稳定均衡，

此构图为典型的三角形构图，其特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步骤二：

  物体和衬布铺色，先大概摆出物体的基本颜色，用笔放松、大胆、肯定，

在概括时可适当结合该物体与环境的关系进行表现。

步骤三：

  在 铺 色 的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细 化， 表 现 出 物 体

的 所 在 状 态。 如 物 体 和 布 纹 之 间 的 投 影、 冷 暖、

虚 实 变 化。 适 当 完 善 画 面 的 素 描 关 系。 塑 造 时 应

注 意 使 物 体 融 入 到 整 体 的 画 面 之 中。 勿 使 某 个 物

体 孤 立 的 存 在， 同 时 要 区 分 同 类 色， 以 及 冷 暖 变

化，使画面更加协调、完善。

步骤四：

  加强物体的塑造，追求物体的质感，加强画面整体的空间关系（及冷暖、虚实、

主次等等），这一细节的添加及画面的整体效果。在完成画面组合之后可添加

小的附属物体，可起到点缀、丰富画面的作用。

  依据画面的

要求，简洁明快

地铺出画面大致

明暗关系和空间

关系，此步尤为

重要。可根据黑

白色稿来确立画

面大的黑白灰关

系，这样做是为

了更加深刻地理

解和强调画面的

黑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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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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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

       ——  简单的色调关系以及变调等

  色调，是其画面的色彩搭配总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和一个完整统一的色彩组

成的整体，并形成了画面的某种色彩倾向。

  色调指的是一幅画面中色彩的总体倾向，是大的色彩效果。色调是画面中色

彩构成的整体效果。在绘画过程中，将对象的色彩，从色相、纯度、明度以及面

积大小分布等几个方面进行组织、加工、调整后形成的，因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它并非是对客观对象的照搬。

  我们可以通过小色稿与变调的方式来训练，小色稿的训练可以让我们快速的

提炼与体会色彩绘画中的色调，让人一目了然；变调，在本质上让我们熟悉色彩

的关系，熟练地掌握并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

  色彩对突出画面的重点和主体物起着重要的作用，色调更是直接关系到一幅

画面的感情、立意等问题。在绘画语言形式中，讲究色彩的构成、探求色彩的表情，

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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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色调作画时，是相对于冷色调而言的，应讲究画面中冷色的成分适当
减弱，只为统一色调，如图为典型的暖色调的画面，亮色台面略偏冷灰，为
了使画面色调和谐统一，所以应降低其冷色的成分，在暖色调中适当地加入
橘黄、中黄等暖颜色成份，使其融入该幅画面，又不失其所职即可。

  冷色调作画时，与暖色调作画同理，只是倾向有所改变而已，注意冷色
画面中的暖色的运用与点缀，应将其体现于空间处理或是调节画面的地方，
使画面更高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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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