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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

该
面

受
光

少
为

灰
面

该
面

受
光

多
为

亮
面

光
源

光
源

该 面 不 受 光 为 暗 面

三 大 面

五 大 调

三大面
物体受光线照射，不同朝向面因受光的

强弱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明暗，无论多复杂的
物体我们都可以概括为三个面，分别是黑、
白、灰。物体有了黑、白、灰后就有了立体
感，画面有了黑、白、灰后调子就开始丰
富。

五大调
在三大面的基础上形成的更为丰富的深

浅变化，它是调子素描的灵魂，也是初学者
较难掌握的。只有在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才
能将它们完整地表现出来。

1．高光：离光源最近，画面上最亮的
地方，有了它，画面就有了生气。

2．中灰：处于物体由暗到亮的过渡
带，物体的质感和层次在这里表现出来。

3．明暗交界：光源和反光都无法照
射到的部位，往往比较暗，但又不是一条黑
带，它会因为所处位置不同其深浅也有所区
别，如同人的脊椎骨一样，没有了它物体就
“立”不起来。

4．反光：处在物体暗部，受周围环境

认识调子素描的光影关系

的
反

光
照

射
而

形
成

，
其

亮
度

比
物

体
亮

部
弱

，
它

的
微

妙
变

化
与

离
台

面
远

近
有

关
系

，
没

有
了

它
物

体
就

不
“

透
气

”
，

物
体

也
无

法
与

背
景

脱
离

开
。

5
．

投
影

：
物

体
遮

挡
光

源
后

在
台

面
上

留
下

的
阴

影
，

离
物

体
越

近
颜

色
越

深
，

离
物

体
越

远
因

周
围

环
境

反
光

颜
色

越
浅

，
其

边
缘

也
越

模
糊
。

1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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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物

写
生

素
描

中
，

透
视

画
法

十
分

重
要

。
开

始
构

图
阶

段
中

首
先

就
涉

及
透

视
问

题
，

透
视

对
造

型
、

空
间

等
有

着
直

接
说

明
作

用
。

视
平

线
的

变
化

会
使

同
一

组
静

物
产

生
完

全
不

同
的

视
觉

效
果

，
造

型
也

会
因

此
而

产
生

不
同

的
形

态
变

化
，

空
间

的
表

现
更

是
离

不
开

透
视

关
系

的
正

确
表

现
。

焦
点

透
视

中
视

平
线

与
视

点
的

垂
线

构
成

十
字

，
这

就
是

中
心

点
。

视
点

与
对

象
的

距
离

称
为

距
点

，
它

关
系

到
透

视
变

化
的

大
小

，
距

点
离

对
象

越
近

，
透

视
变

化
越

大
，

反
之

变
化

则
小

。
平

行
线

的
透

视
在

视
平

线
的

交
叉

点
称

之
为

灭
点

。
视

平
线

、
中

心
点

、
距

点
和

灭
点

是
几

何
透

视
学

中
的

几
个
基
本
概
念
。

透
视

学
中

的
理

论
是

比
较

复
杂

的
，

基
本

的
概

念
与

透
视

法
则

一
定

要
弄

明
白

，
必

要
时

要
画

透
视

线
，

以
纠

正
可

能
出

现
的

错
误

。
当

然
实

际
应

用
中

还
是

要
建

立
在

感
觉

的
基

础
上

，
否

则
陷

进
去

就
不

能
自

拔
，

理
解

的
目
的
是
让
我
们
去
更
深
刻
地
感
觉
。

静
物
写
生
的
透
视

灭
点
1

灭
点
2

视
平

线

心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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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
点
1
心
点

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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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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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平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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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物写生的构图

斜线给人以不稳定的动感，生活中的经
验给予我们这种感觉。这幅金属管道与阀门
的写生素描不仅有流动感，同时还赋予画面
极大的扩张力。

A字形或梯形给人以稳固的坚实感，图
形有和平、圆满的寓意等。实际绘画构图中
的形式是十分丰富的，这几种形式只是基本
的，要在实践中去体会构图中所包含的规律
和产生的艺术魅力。

7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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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中心式的构图一般是对象处于画面中
央，如果以画面水平与垂直的1/2处做十字
分隔，形成的四个区域，会呈现大致平均的
状况，这幅柱头石膏的写生素描采用的构图
就是中心式的，表现了对象庄重、典雅的
美。

水平式构图在风景画中是经常运用的，
地平线与水平线都使人联想到安静与开阔，
横向的桌平面边线把画面分成一黑一白两部
分，几个生活中的废弃物刻画得十分细致、
生动，黑色衬布“流动”的布纹与白色墙面
上的玻璃的变化，使构图丰富了许多，画面
有强烈的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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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拱形在建筑中被广泛运用，从物理学的
角度可以分解顶部重力使建筑坚固，形式上
给人以无限稳定与和谐的感觉。

V字形的构图有着很强的向上扩张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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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对称式构图是常用的形式，在我国传统
艺术中更是多见，平衡是它的最大特征。铺
着黑色桌布的方桌与包扎的柱形瓶子处于同
一中轴线上，稳定而匀称，瓶口右侧的绳子
与桌面左侧的树叶形成呼应，使原本有些平
板的对称构图有了生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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