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见谢军就觉得他是个感性的人，但你在观察他作画时

却能发现非常理性的一面，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正是速写

所需要的。谢军对造型的理解深刻，表达严谨却又不失生动！

他的作品是考前范本中不多见的，本书中我们对他的作品做

了详细的分析，希望对大家速写的进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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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在线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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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写的训练对人的敏锐感、概括力、想

象力以及快速的动手能力培养都是十分有

益的。

   “速写”，有人一听到“速”字就觉得

速写一定要快，不快就不叫速写了，不快

就没有“速写味”了，速写其实是忌讳快

的，尤其是盲目的快，“快、油、散、编”

都是速写所忌讳的，速写的训练要注意“感

性训练”与“理性训练”的同步，感性训练（快

速的捕捉对象特征、状态的训练）是为了

留住绘画的感染力，理性训练是为了让画

面不流于表面、不肤浅，但要想感性训练

做得好又必须经历理性训练，只有理性了、

观察进去了，才能理解对象的结构、节奏，

才能“快”而“准”的抓住对象的感受，

它们必是相辅相成的。大家看下面两幅康

勃夫的速写，简练、概括，却把人物的状

态描绘得淋漓尽致！结构精准、节奏清晰！

对速写来说“感受”、“结构”、“节奏”

是最重要的，“结构”在技术训练中又是

观察、模仿，不要考虑作画时间，目的是研究清

楚人物中衣纹的变化规律、花瓣的翻转规律、物

品的穿插关系等等，先模仿、研究，后主观提炼、

改造，这时理性的慢写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

无数大师们的必经之路，你们看大师的创作草图

很多就是带着研究性质的（参考本书第 22 页衣

纹的研究以及第 30 页的人体结构研究）。

1 

2 

3 

4 

5 

6 

穿长袍的老人   康波夫（德国）

   康波夫的速写是以简练、精准著称的，无论短期的动态还是长

期的素描都体现了他深厚的结构意识，从不失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看下图作者对 1、2、3、4、5、6 几个结构点的表达精准到位，

寥寥几笔却什么都有了，这样简练、精准的动态速写训练是至关

重要的！

最重要的。第一是生理结构（或剪裁结构）。第

二是运动结构，外形和节奏。那要如何获得认清

结构的能力呢？学习解剖是办法之一，但结构绝

不仅是解剖，要不画桌子椅子、动物、汽车等等

这些东西怎么办呢？结构其实是指形与形、形体

与形体、面与面之间的互相连接。在软性物体中

如衣服、裤子等，它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固定的，

即生理（剪裁）结构，另一种是变化的，即运动

结构。对结构的研究最直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下面这张速写了了几笔，却将人物状态表现到了极致，

这或许就是速写的最高境界吧，也正是速写的魅力！慵懒、

随意靠在墙边的男人，步履蹒跚、扭头张望的夫人，现场

感十足！同学们平时可随身携带小本子，多画这样的小速

写，简单、随性，短短几分钟就可以。

街头的男人与牵狗的妇人 康波夫（德国）

关于速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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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张速写都出自康波夫，都是一些随意记录

的草图，很生活、很有趣，这也是画速写想进步

的诀窍，笔不离身，随时记录身边的生活、场景，

尺寸不用太大，一个巴掌大小就行，甚至可以更

小，画多了对画面的把控能力也就上来了，人物

的动态也能轻松捕捉，同时也加入了对场景组织

的训练。而且现在的考试慢慢的已经摆脱了以前

简单的站蹲坐写生，而是转向生活类的命题默写，

往往是人物组合带场景或单人带场景的形式，这

种形式就要求考生对快速勾画各种生活中的人物

动态要求更高了，同时也需要考生更高的组织画

面构成的能力，避免了考生只会画习惯动作的问

题，这是一个好的改变。

画人物动态需要注意什么

   1. 观察剪影：忽略所有细节，直观的看到对象

的剪影，忽略掉线，看形状。这是把形画准最直

接了当的方法，同样也最简单。记住画画最重要

的不是表现手法，而是观察方法！

   2.方向：注意不同身体部位所形成的线段方向、

角度。

   3. 节奏：要想人物动态画得生动、自然、不

呆板，节奏是关键，画动态必须精简，该画哪哪

就是关键所在，画结构处、画能体现对象特征之

处。

   4. 画动态速写不在于把脸画像，甚至可以不

画五官，通过对身体的表达来体现人物特征，身

体是有表情、有特征的，任何物品都是有表情、

有特征的。

图一 坐着的男人  康波夫（德国）

图二 交谈的人们  康波夫（德国）

图三 睡着的男人  康波夫（德国）

图一

图二

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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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路”是一副纸上钢笔作品，同学们在平时的训练

中也可多尝试不同的表现手法、工具，试探更多的可能性，

不同工具都能作画也更方便随时随地画速写。此画中的线

条数量屈指可数，却把人物的形体特征、动作表现得十分

到位，简单的头部勾勒体现了大概的形象特征，不具体，

但让你有一种画得很像的感觉，似乎正在微笑着询问路，

大衣上简单的几条线暗示了体态特征。

问路（局部）  康波夫（德国）

      在画线面速写时，光源意
识 是 很 重 要 的， 要 明 确 光 源
的方向，同时有几个光源时，
要取一个主光源

受光
背光

     同学们在画胸腔时，一定要注
意整个胸腔的透视

受光

受光

背光

背光

      侧锋带出的面表现了
腿 的 体 积， 同 时 还 加 强
了受力腿部的力量

     臀部与腿交接处是
需要通过褶子暗示的

     前后两只脚在透视下产生的大
小变化也是需要注意的

   15 分钟动态速写赏析这一类相对短期的

动态速写是考试经常考的，画这类速写最重

要的就是对画面人物动态的把握和画面节奏

的控制，画面要表达得肯定、有力、节奏清晰、

明确。

优秀作品解析一

      2~5 分钟动态速写，速
写动态训练的关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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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处节
奏 穿 插 关 系
依 然 表 达 清
晰、 到 位，
这 得 益 于 平
时 细 心 的 观
察 及 对 结 构
的 理 解、 研
究。

   初见谢军就觉得他是个感性的人，但

你在观察他作画时却能发现非常理性的一

面，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正是速写所需

要的。准、狠、生动是谢军速写的特点，

呈现出来的画面清晰明了，最擅长以线带

面的形式表达，这样的线面速写是非常适

合考学的，既能体现用线的功力，又不失

画面的黑白效果！

   很多同学会误以为线面的速写不好学，

认为纯线的速写好学，其实正好相反。线

性速写其实对造型的要求会更高，没有明

暗的掩盖，任何一个形都是赤裸裸的暴露

在外边，一旦有所差池就会显露无疑，且

对线条本身的质量又是要求很高，画面的

效果完全靠线条的疏密和轻重缓急表现，

表达方式相对于线面速写要单一，在短短

的考前训练里要掌握得很好是相对更难

的！但线性速写也是速写训练必经的课

程，通过用线条去表达形体、结构会让人

对形体、结构认识得更透彻，因为没有了

明暗的掩盖，问题就会更直接的暴露！所

以学习线面速写的同时，线性速写的训练

同样至关重要。

考官是不是更喜欢线描速写？

   不是，在当前的美术高考中，地域风

格不再明显，判卷老师的评分标准也更多

元化，分数的高低不在于表现手法，而在

于这张画是否真的好，联考同样是这样的。

之所以大家印像中的哪个学校风格是这样

的、哪个学校风格又是那样的，其实这都

是一些误传导致的，某个同学或画室这样

画，考好了或拿了某一次最高分，或者某

年某高校出了一本高分卷某种风格的卷子

偏多了一些，大家就开始传这个学校或者

这个省这样画才行，其实在一批高分卷里

面会有很多种风格，只是被大家忽略掉了，

慢慢的大家都被这种误传所迷惑，于是大

家便都这样画，考官也就只能从这样的考

卷中去挑选更优秀的，于是就形成了所谓

的地域风格或院校风格！其实只是考官无

奈的选择，因为所有人都这样画。

   这是一张考前线面速写的典范，

造型严谨，画面表达清晰、到位，

画面节奏流畅、疏密合理，黑白相

间处理到位，人物表情生动，线条

肯定，让人感觉一气呵成！

    面部表情生动，
头部形体饱满。

    着 力 点 线 条 更
实，更肯定、有力。

    虚线暗示了手
臂结构。

    这 组 虚 线 暗
示了腿部结构。

    通过对不同朝向的
面 所 对 应 的 线 段 的 虚
实来表现体积。

    鞋 的 造 型 生
动，极具表情，
皮 鞋 质 感 表 达
到位。

优秀作品解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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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线条粗
细、 深 浅 的 变
化来体现空间。

    大 面 积 的 留 白 不
仅没有使画面空洞，
反而衬托出了手臂的
精彩，大大增强了画
面的效果，繁简的对
比是制造画面节奏常
用的手段。

    前 后 两 条 腿 通 过
明暗的深浅变化，以
及透视上的大小变化
来体现空间。

    结构交接处要多注意
穿 插， 画 衣 领 其 实 就 是
在画头、颈、肩的关系。

    此组线条暗示了藏在
宽松袖子里的手臂，在
画宽松服饰时，内在的
结构是至关重要的。

    如何让一个平凡无奇
的 动 作 表 达 得 精 彩？ 头
部 微 向 前 伸 的 动 态 要 注
意， 这 是 人 物 动 态 生 动
的关键。

    两图对应观察，根据

人 体 结 构 去 研 究 着 装 后

服 饰 是 如 何 随 着 结 构 变

化的。

     A 处的背部结构表达不清晰，

于是在画面下方再做局部解析，

大师的态度都如此严谨，我们有

什么理由不去研究呢

A 

B 

向大师学习，那是你最好的导师

感受固然重要，理性的研究才是你进步的法门

（左下图）康波夫这张作品告诉我们，要有一双“透视眼”

射击的男人（左下）  康波夫（德国）

迈开的双腿（右下）  康波夫（德国）

   我国古代的传统绘画教学是非常重视临摹的，学习前人是入

门的最好、最快的方法。很多同学只知道埋头用功，却不知得有

一个正确方法后再去用功才会快速、有效，否则适得其反，离成

功的路反而越来越远，没有正确的标准与方向，最后只会越走越

远。考前训练中为了快速进步不仅要临摹好的考前范本，更要多

临、多看大师作品，随时矫正考前养成的坏毛病。感受固然重要，

理性的研究才是你进步的法门。看左下、右下两幅康波夫的研究

习作就知道大师们为何画得如此好了，大师们对待艺术是多么严

谨、认真的态度。

优秀作品解析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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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人带场景的训练，可作为场景速写的一个过度课程，同样也
是一些院校的考试形式，“杂而不乱”是这类速写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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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解析 -- 头部
   对于一张人物速写而言，大的动态跟躯体的

表现是关键。但，头、手确是锦上添花让你取得

高分的关键！面部表情的研究，是历代每一位大

师不厌其烦去做的。画速写头像时应该拿出画素

描头像时那样认真、严谨的态度去画，态度是很

重要的。速写头像虽小，却浓缩了你对素描头像

的理解，是高度概括能力的体现，最能体现你对

素描头像重点的理解。一张优秀的速写，应该是

整体简练、概括的，没有废话，一个局部甚至一

根线条又是包罗万象的，这样的速写抓得住眼球、

留得住脚步。

     倾斜的头部
动 态 要 特 别 注
意，这是画出人
物动态的关键所
在

实、粗。
虚、细。

近处的眼睛实。

远处的眼睛虚。

远处的鼻翼小。

近处的鼻翼大。

    五官整体形
成的透视要注
意。

    画正面
的 头 时，
处 理 不 好
很 容 易 画
平， 要 特
别 注 意 小
空 间 中 用
线 的 虚
实。 在 结
构 处 要 强
调 一 下，
表 现 高 点
和转折。

实

虚

虚

实

虚
虚

实

实
虚

    脖 子、 衣 领
交 接 处 要 特 别
注意，直接影响
到头、颈、肩的
关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