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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聪

       毕 业 于 清 华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

    从 事 美 术 高 考 教 育 多 年 ， 拥 有 丰 富 的 教 学 经 验 和 独 特

的 教 学 方 法 。对 美 术 高 考 教 育 的 整 体 形 势 和 各 省 市 高 校 的

招 生 政 策 、 命 题 变 化 、 试 题 要 求 、 评 卷 标 准 等 有 准 确 的 理

解 和 认 识 ， 能 适 时 调 整 教 学 思 路 ， 宏 观 掌 控 学 生 阶 段 性

学 习 方 法 和 目 的 ， 提 高 学 生 学 习 效 率 。 培 养 了 大 批 优 秀

学 生 考 入 清 华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中 央 美 院 学 院 等 名 牌 大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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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头像基础详解
h a p t e r  ON Ec

一、头部多角度透视

     常 见 的 绘 画 视 高 主 要 有 平 视 、 仰 视 、 俯 视 。

     平 视 绘 画 是 指 绘 画 者 与 模 特 儿 保 持 同 等 高 度 来 绘 画 ， 这 个 视 角 是

绘 画 时 采 用 最 多 的 视 角 ， 这 个 视 角 考 察 的 是 在 绘 画 时 对 透 视 最 基 础 的

理 解 。

     仰 视 这 个 视 角 是 由 下 方 观 察 模 特 儿 ， 这 个 角 度 会 大 面 积 观 察 到 模

特 儿 平 时 看 不 到 的 脸 部 结 构 ， 最 主 要 的 地 方 就 是 模 特 儿 的 下 巴 到 脖

颈 ， 这 个 部 分 是 在 绘 画 时 离 绘 画 者 距 离 最 近 的 地 方 ， 这 个 角 度 的 重 点

是 要 处 理 好 这 一 部 分 与 五 官 的 透 视 关 系 。

     俯 视 视 角 需 要 绘 画 者 高 于 模 特 儿 ， 这 个 视 角 从 上 方 观 察 模 特 儿 ，

这 个 视 角 的 绘 画 使 模 特 儿 的 一 部 分 衣 服 要 更 多 地 出 现 在 画 面 中 ， 同 时

因 为 看 不 到 模 特 儿 脖 颈 处 ，使 得 这 个 视 角 成 为 考 验 绘 画 者 处 理 头 、颈 、

肩 三 者 透 视 关 系 的 最 佳 视 角 。

1 . 常 见 的 几 种 视 高

     画 素 描 头 像 的 时 候 ， 常 见 的 视 角 有 三 个 ： 正 面 、 四 分 之 三 侧 面 、

正 侧 面 。

     正 面 的 视 角 是 最 常 画 的 角 度 之 一 ， 掌 控 好 人 体 的 面 部 比 例 是 画 好

这 个 角 度 的 最 大 保 证 。 在 正 面 角 度 当 中 ， 人 的 面 部 特 征 几 乎 都 是 左 右

对 称 的 。

     四 分 之 三 侧 面 这 个 角 度 是 考 试 当 中 最 常 出 现 的 角 度 之 一 ， 这 个 角

度 可 以 明 显 地 观 察 到 人 脸 部 骨 骼 、 肌 肉 的 起 伏 变 化 ， 能 更 好 地 找 准 人

物 的 形 体 特 征 。

     正 侧 面 这 个 角 度 是 不 常 出 现 的 ， 因 为 角 度 的 原 因 ， 这 个 角 度 大 多

属 于 暗 面 或 亮 面 。

2 . 常 见 的 几 种 视 角

三、黑白灰
     无 论 是 色 彩 还 是 素 描 ， 黑 白 灰 在 画 面 中 都 起 到 了 很 重 要 的 作 用 。 能 控 制 好 整 体 黑 白 灰 的 人 ， 画 面 的 整 体 感 都 是 非

常 强 的 。

    在 素 描 中 ，黑 白 灰 通 常 被 说 成 明 暗 色 调 。明 暗 的 色 调 变 化 由 光 影 在 形 体 上 形 成 ，并 呈 现 在 形 体 上 。这 些 色 素 的 轻 重 ，

要 看 这 个 形 体 每 个 面 的 朝 向 ， 它 可 以 概 括 成 为 各 自 的 形 状 ， 这 就 是 色 块 ， 所 以 黑 白 灰 是 依 赖 于 物 体 形 状 。 头 像 作 品 整 体

上 可 分 为 头 发 、 脸 部 、 脖 子 、 衣 服 这 几 大 块 。 一 定 要 弄 明 白 这 几 大 块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 由 此 黑 白 灰 的 呈 现 上 来 说 ， 头 发 是

黑 的 ，脸 部 是 白 还 是 灰 取 决 于 衣 服 。脸 要 跟 衣 服 区 分 开 ，如 果 衣 服 重 ，脸 就 偏 白 一 些 ，反 之 衣 服 是 白 色 的 ，脸 就 偏 灰 一 些 。

    但 其 实 客 观 条 件 也 不 是 一 成 不 变 的 ，我 们 可 以 根 据 自 己 的 想 法 ，大 胆 地 颠 覆 黑 白 灰 关 系 。但 一 定 要 有 整 体 的 意 识 存 在 ，

无 论 怎 样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 都 要 放 在 大 的 格 局 上 。 要 用 整 体 的 眼 光 观 察 黑 白 灰 关 系 ， 普 通 人 和 大 师 的 差 距 就 在 这 里 。

     当 我 们 面 对 真 人 模 特 儿 时 ， 模 特 儿 在 受 光 的 情 况 下 会 形 成 黑 白 灰 的 一 种 关 系 。 在 绘 画 中 ， 并 不 是 说 你 所 看 到 的 客

观 现 象 就 是 明 确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 特 别 是 初 学 者 可 能 完 全 无 法 确 定 它 们 的 层 次 。 如 果 按 照 客 观 实 际 去 画 ， 拉 不 开 大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 这 幅 画 只 会 越 画 越 灰 。 所 以 客 观 现 象 不 是 不 能 改 变 的 ， 我 们 要 去 主 观 地 改 变 。 这 时 候 可 以 眯 起 眼 睛 找 大 的

黑 白 灰 关 系 ， 离 开 一 定 距 离 ， 放 弃 众 多 的 细 节 才 能 感 受 到 ， 这 就 是 整 体 。

     每 张 画 的 画 面 黑 白 灰 对 比 ， 都 有 不 同 的 对 比 度 ， 最 后 画 面 的 效 果 也 有 所 区 别 ， 我 们 需 要 根 据 不 同 的 对 象 去 定 位 黑

白 灰 的 位 置 以 及 面 积 。

二、构图

     根 据 不 同 的 题 材 以 及 绘 画 要 求 ， 好 的 构 图 格 外 重 要 。 构 图 首 先 需 要 画 面 的 饱 满 ， 人 物 占 据 画 面 的 面 积 恰 到 好 处 ， 下 方 的 留 白 要 比 上 方 的 多 一 些 ，

这 样 可 以 给 衣 领 充 足 的 空 间 。 从 规 律 上 来 说 八 开 纸 上 方 留 出 1 . 5 厘 米 左 右 的 距 离 ， 四 开 纸 上 方 留 出 3 厘 米 左 右 的 距 离 。 下 巴 在 整 张 画 纸 的 二 分 之 一

向 下 3 厘 米 左 右 ， 这 样 大 小 比 较 合 适 。 左 右 来 说 ， 在 人 物 视 线 的 前 方 会 留 较 多 一 些 的 空 间 。 头 的 后 部 留 出 的 空 间 较 少 一 些 。 这 样 看 上 去 会 感 觉 舒 适

和 均 衡 。 由 于 素 描 头 像 的 视 觉 中 心 是 在 面 部 五 官 的 位 置 ， 所 以 构 图 时 要 注 意 面 部 五 官 的 位 置 。

2 . 合 理 的 构 图 布 局

常 见 的 视 高 有 平 视 、仰 视 、俯 视 这 三 大 视 高；视 角 则 为 正 面 、二 分 之 一 侧 面 、偏 侧 面 三 大 视 角 。不 同 的 视 高 与 视 角 对 画 面 的 影 响 大 为 不 同 ，区 别 如 下：

平 视 ： 平 视 给 人 很 正 式 、 安 静 的 感 觉 ， 但 要 注 意 不 要 把 画 面 画 得 呆 板 ， 缺 少 感 染 力 。

仰 视 ： 仰 视 给 人 一 种 威 严 、 宏 伟 的 感 觉 ， 这 种 角 度 会 加 强 人 物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但 却 在 透 视 方 面 要 求 极 高 ， 所 以 如 果 处 理 不 好 透 视 关 系 则 会 适 得 其 反 。

俯 视 ： 俯 视 这 种 角 度 给 人 一 种 卑 微 、 弱 小 的 感 觉 ， 降 低 画 面 的 冲 击 力 ， 用 来 表 现 柔 美 、 弱 势 的 人 物 形 象 较 为 恰 当 。

正 面 ： 纯 正 面 的 头 像 会 显 得 人 物 更 加 的 正 式 、 安 静 、 稳 重 。

二 分 之 一 侧 面 ： 这 种 角 度 的 侧 面 则 会 更 加 地 强 调 人 物 的 轮 廓 起 伏 特 征 ， 适 合 表 现 那 些 侧 面 特 征 非 常 明 显 、 面 部 立 体 感 较 强 的 人 物 。

偏 侧 面：偏 侧 面 包 含 四 分 之 三 、五 分 之 三 等 常 见 的 偏 侧 面 角 度 ，这 种 头 像 既 能 表 现 人 物 的 形 象 特 征 ，又 能 使 人 物 体 积 感 与 空 间 感 更 强 ，使 形 象 更 为 生 动 。 

中 线

空 间 大

1 . 5 厘 米 左 右

3 厘 米 左 右

空 间 小

3 厘 米 左 右

3 厘 米 左 右

空 间 大空 间 小

中 线

● 8 开 、 4 开 纸 头 像 构 图

● 头 部 平 视 、 仰 视 、 俯 视 三 视 高 示 意 图 ● 头 部 正 面 、 四 分 之 三 侧 面 、 正 侧 面 三 视 角 示 意 图

● 头 部 平 面 比 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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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部 平 面 比 例 图

1 . 视 高 、 视 角 对 构 图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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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头部骨骼介绍
     人 物 头 骨 的 形 状 决 定 头 部 外 形 的 轮 廓 和 起 伏 ， 其 中 一 些 突 起 和 凹 陷 ， 对 外 形 也 有 影 响 ， 是 决 定 写 生 的 依 据 。 头 部 表 面 的 一 些 转 折 和 突 起 ，

都 是 由 骨 骼 形 成 的 ，我 们 把 这 些 部 分 称 之 为 骨 点 。头 骨 外 形 的 转 折 点 有 顶 点 、两 侧 的 顶 结 节 点 、颧 弓 点 、两 眶 外 缘 点 、颧 结 节 点 、颏 隆 凸 点 等 。

五、头部肌肉介绍

图片讲解由掌上结构通提供 图片讲解由掌上结构通提供

    我 们 在 塑 造 头 部 的 整 个 形 体 时 ， 除 了 对 骨 骼 结 构 和 骨 点 全 面 理 解 外 ， 更 需 要 搞 清 楚 肌 肉 的 结 构 、 作 用 、 外 形 和 运 动 中 的 变 化 等 。 头 部 的 肌

肉 和 骨 骼 二 者 对 我 们 生 动 地 表 现 人 物 头 部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

● 平 视

● 正 面 ● 四 分 之 三 侧 面

● 仰 视 ● 俯 视

● 二 分 之 一 侧 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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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头像五官详解
h a p t e r  t woc

一、眼睛

眉 峰

眉 梢

眉 头
上 眼 睑

下 眼 睑

眼 白

内 眼 角

泪 阜

虹 膜

受 光
背 光

亮 面

投 影

瞳 孔

外 眼 角

平视A

仰视B

俯视C

     平 视 角 度 中 要 画 出 眉 弓 、上 眼 睑 、

下 眼 睑 的 高 低 及 虚 实 空 间 关 系 ， 把 这

种 关 系 画 好 了 ， 才 能 画 出 眼 睛 的 空 间

感 和 体 积 感 。 平 视 角 度 下 ， 上 下 眼 睑

的 厚 度 比 较 难 表 现 ，很 容 易 画 得 单 薄 ，

所 以 要 认 真 观 察 上 下 眼 睑 的 弧 度 ， 找

出 它 们 的 体 面 转 折 ，画 出 眼 睑 的 厚 度 。

     仰 视 角 度 中 ， 要 把 眼 睛 的 透 视 画

出 来 ， 这 种 透 视 关 系 表 现 为 ： 眼 睛 的

体 面 特 征 很 明 显 ， 眉 弓 的 底 面 、 上 眼

睑 的 厚 度 都 可 以 看 得 很 清 楚 ， 而 且 也

很 容 易 表 现 出 来 ； 上 眼 睑 的 弧 度 要 比

下 眼 睑 的 弧 度 大 得 多 ， 上 下 眼 睑 的 穿

插 关 系 明 确 。

     俯 视 角 度 中 的 透 视 关 系 很 明 显 ，

这 个 角 度 相 对 于 平 视 和 仰 视 两 个 角 度

来 说 比 较 难 画 ， 从 上 到 下 的 透 视 关 系

和 虚 实 关 系 ， 到 眉 弓 与 上 眼 皮 的 体 面

转 折 都 较 难 画 。 前 面 我 们 讲 过 眼 睛 是

镶 嵌 在 眼 窝 中 的 球 体 ， 在 塑 造 上 眼 皮

时 可 以 根 据 球 体 的 方 法 来 塑 造 。

    眼 睛 的 基 本 结 构 由 眼

眶 、 眼 球 、 眼 轮 匝 肌 、

上 下 眼 睑 、 瞳 孔 、 眉 毛

等 组 成 。 眼 睛 以 眼 球 为

主 体 ， 可 以 把 眼 睛 理 解

为 镶 嵌 在 眼 窝 中 的 球 体 ，

要 把 球 体 感 塑 造 出 来 就

必 须 把 上 下 眼 皮 贯 穿 起

来 表 现 ， 左 右 的 交 界 线

要 有 轻 重 区 分 ， 就 像 球

体 上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一 样 。

     画 眼 睛 的 时 候 可 以 结 合 上 面 的 眼 部 骨 骼 图 、 眼 部 块 面 图 、 眼 睛 的 石 膏 模 型 、 眼 睛 素 描 作 品

等 去 感 受 眉 弓 、 上 下 眼 睑 的 形 体 转 折 ， 眉 弓 的 形 体 转 折 与 眉 毛 的 深 浅 变 化 之 间 的 联 系 ， 尽 管 眉

毛 的 固 有 色 是 黑 色 的 ， 但 是 它 受 到 眉 弓 形 体 的 影 响 ， 正 好 长 在 眉 弓 的 背 光 和 受 光 面 上 ， 所 以 画

眉 毛 时 要 把 由 于 这 种 形 体 转 折 产 生 的 深 浅 变 化 表 现 出 来 。

      受 眉 弓 形 体 的 影 响 ，眉 弓 底 面 是 一 个 往 里 转 的 暗 面 ，运 用“ 重 掐 上 、中 间 透 气 、轻 掐 下 ”

的 处 理 手 法 表 现 。 此 外 ， 眉 头 部 位 的 眉 毛 是 往 斜 面 上 方 生 长 的 ， 而 眉 梢 是 往 斜 下 方 生 长 的 ， 具

体 表 现 时 ， 眉 头 部 位 “ 挑 ” 出 几 根 重 的 眉 毛 ， 中 间 由 于 受 光 要 画 得 含 蓄 些 ， 到 了 颞 线 的 转 折 处

再 画 出 些 眉 毛 。

     眉 弓 的 穿 插 、 上 下 眼 睑 的 方 圆 、 眼 部 球 体 的 感 觉 都 要 表 现 到 位 ， 并 且 还 要 将 眉 弓 在 上 眼 皮

上 投 影 的 虚 实 关 系 、 眼 睑 在 眼 球 上 的 投 影 的 虚 实 关 系 、 内 外 眼 角 的 虚 实 关 系 、 眼 睑 的 厚 度 、 上

下 眼 睑 的 弧 度 区 别 等 交 代 准 确 。

额
骨
颧
突

眉 梢 位 置

上 眼 睑

下 眼 睑

投 影
亮 面 眉 头 位 置

眼 球

立 面
侧 面

侧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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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角度D 四分之三角度E 二分之一角度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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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视A

仰视B

俯视C

    平 视 角 度 、 正 面 角 度 的 嘴 比 较 容

易 表 现 ， 画 的 时 候 要 认 真 观 察 嘴 部 的

形 体 特 征 ， 概 括 出 嘴 部 的 外 轮 廓 ， 找

出 人 中 、 嘴 唇 、 嘴 角 等 的 位 置 ， 确 定

它 们 大 的 倾 斜 度 ， 然 后 概 括 出 嘴 的 块

面 ， 注 意 头 回 变 化 及 衔 接 关 系 ， 注 意

由 近 及 远 的 虚 实 变 化 。

     仰 视 角 度 的 嘴 部 的 外 形 呈 向 上 的

圆 弧 状 ， 画 这 个 角 度 应 该 注 意 两 嘴 角

与 口 裂 的 最 高 点 之 间 的 距 离 ， 以 及 所

形 成 的 口 裂 弧 度 ， 透 视 越 大 ， 弧 度 越

大 。 从 下 到 上 的 块 面 转 折 、 块 面 衔 接

和 块 面 之 间 的 虚 实 关 系 要 交 代 清 楚 。

    俯 视 角 度 的 嘴 部 外 形 呈 向 下 的 圆

弧 状 ， 口 裂 弧 度 向 下 ， 颌 唇 沟 只 能 看

见 一 些 ， 或 者 看 不 见 ， 重 点 刻 画 上 唇

方 肌 与 下 唇 的 体 感 与 空 间 感 。 在 刻 画

的 时 候 要 时 刻 想 到 这 是 在 画 俯 视 角

度 ， 所 以 嘴 的 整 体 透 视 ， 还 有 从 上 到

下 的 虚 实 空 间 关 系 都 不 能 忽 略 。

     嘴 巴 结 构 由 上 颌

骨 、 下 颌 骨 、 牙 齿 、 口

轮 匝 肌 、 上 下 嘴 唇 、 人

中 、 颌 唇 沟 组 成 ， 牙 齿

与 上 下 颌 组 成 嘴 部 结 构

框 架 ， 上 面 覆 盖 口 轮 匝

肌 ， 人 中 位 于 口 轮 匝 肌

之 上 ， 外 部 由 皮 肤 覆

盖 。 画 嘴 要 结 合 嘴 的 结

构 ， 从 圆 柱 体 弧 形 表 面

的 总 体 意 识 出 发 。

     从 头 骨 的 正 面 角 度 看 ， 露 在 前 方 的 形 体 ， 横 向 上 给 人 一 种 半 圆 形 的 感 觉 。 从 侧 面 头 骨 角 度

看 ，嘴 部 纵 向 上 的 形 体 也 有 一 种 类 似 半 圆 的 感 觉 ，通 过 上 图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从 正 面 表 现 嘴 部 时 ，

嘴 唇 中 间 应 往 前 鼓 ， 而 嘴 角 要 虚 化 使 其 往 后 退 ， 这 种 前 实 后 虚 的 对 比 表 现 手 法 就 能 形 成 很 强 烈

的 空 间 感 ， 并 且 上 面 的 牙 齿 扣 着 下 面 的 牙 齿 ， 这 也 决 定 了 人 的 上 嘴 唇 要 略 比 下 嘴 唇 靠 前 。

     因 为 嘴 部 在 横 向 上 是 一 个 半 圆 的 感 觉 ， 所 以 在 表 现 时 要 尽 量 画 出 中 间 嘴 唇 实 、 两 侧 嘴 角 虚

的 感 觉 。 同 时 ， 从 表 现 手 法 上 来 讲 ， 嘴 部 的 中 间 可 以 用 一 些 相 对 清 晰 的 线 条 顺 着 形 体 的 方 向 排

线 ， 然 后 将 嘴 角 部 分 的 线 条 柔 虚 ， 这 样 嘴 部 形 体 的 空 间 感 自 然 就 加 强 了 。

     熟 悉 结 构 之 后 就 要 处 理 好 嘴 部 与 周 围 各 部 位 的 衔 接 关 系 ， 嘴 部 与 鼻 子 的 衔 接 、 左 右 嘴 角 与

脸 部 的 衔 接 、 下 嘴 唇 与 下 巴 的 衔 接 。 其 中 嘴 部 与 上 下 形 体 的 衔 接 主 要 是 通 过 形 体 投 影 的 形 状 变

化 来 体 现 。 左 右 两 侧 要 注 意 嘴 角 与 脸 部 的 衔 接 ， 在 理 想 的 光 线 下 ， 对 象 的 嘴 角 会 有 反 光 、 投 影

等 几 层 关 系 ， 然 后 利 用 明 暗 向 周 围 过 渡 ， 嘴 部 就 能 与 脸 部 衔 接 上 了 。

上 唇 结 节
后

后

下 唇 结 节

上 唇 投 影

前

前

立 面

立 面

侧 面

侧 面

侧 面

侧 面

人 中

上 唇 结 节

下 唇 结 节

上 唇
嘴 角

下 唇

二、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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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照

头
骨

、
石

膏
鼻

子
体

块
会

发
现

鼻
梁

侧
面

形
体

略
微

鼓
起

是
由

鼻
骨

本
身

的
形

体

转
折

决
定

的
。

只
有

将
这

种
微

妙
的

形
体

变
化

表
现

出
来

，
才

能
避

免
将

鼻
子

侧
面

的
灰

面
画

平
。

  
  

 对
于

鼻
梁

的
起

伏
变

化
，

一
定

要
结

合
鼻

骨
和

石
膏

鼻
子

体
块

的
形

状
来

理
解

。
鼻

梁
的

骨
骼

要
略

高
一

些
，

往
下

接
着

向
下

倾
斜

的
软

骨
。

因
此

，
鼻

梁
的

起
伏

变
化

决
定

了
鼻

头
和

鼻
梁

上
的

高
光

部
会

连
接

在
一

起
，

并
且

鼻
头

的
高

光
要

亮
于

鼻
梁

的
高

光
。

  
  

 当
鼻

子
被

归
纳

进
一

个
简

单
的

几
个

体
中

之
后

，
它

的
正

面
的

亮
、

侧
面

的
灰

以
及

底
面

的
暗

就
能

很
好

地
建

构
起

鼻
子

的
体

积
感

。
并

且
鼻

翼
底

面
的

交
界

线
不

是
随

意
画

在
鼻

翼
边

缘
的

，
而

是
跟

随
着

鼻
翼

的
厚

度
往

下
转

。
鼻

翼
上

方
受

光
面

的
边

缘
有

一
条

很
窄

的
灰

面
，

也
使

鼻
翼

的
形

体
自

然
就

往
下

面
转

了
。

在
表

现
鼻

翼
时

我
们

要
注

意
它

在
横

向
和

纵
向

上
的

深
浅

变
化

，
将

鼻
翼

划
分

出
不

同
的

明
暗

层

次
，

鼻
翼

的
形

体
就

鼓
起

来
了

，
不

能
将

鼻
孔

的
形

处
理

成
一

个
简

单
的

圆
，

可
先

把
鼻

头
饱

满
的

形
画

出
来

，
再

对
着

画
出

鼻
孔

。

  
  

 
画

平
视

角
度

的
鼻

子
要

认
真

观
察

鼻
子

的
形

体
特

征
和

大
的

比

例
关

系
，

概
括

出
鼻

子
的

外
轮

廓
以

及
鼻

子
的

正
面

、
侧

面
、

底
面

。
然

后
从

整
体

着
眼

找
出

鼻
根

、
鼻

梁
、

鼻
头

、
鼻

翼
、

鼻
唇

沟
等

的
位

置
，

再
完

善
鼻

子
的

基
本

形
体

关
系

，

画
出

各
部

分
块

面
的

转
折

变
化

，

注
意

空
间

虚
实

变
化

。

  
  

俯
视

的
鼻

子
的

特
征

是
，

 鼻
底

小
时

，
鼻

头
下

降
，

两
侧

鼻
翼

上
升

，

重
点

处
理

鼻
头

、
鼻

翼
上

部
以

及

鼻
梁

的
正

面
与

侧
面

的
交

界
线

，

加
强

明
暗

交
界

线
在

深
浅

、
虚

实
、

转
折

上
的

变
化

。
鼻

头
和

鼻
翼

的

下
边

缘
线

和
鼻

底
的

投
影

之
间

的

关
系

要
表

现
得

虚
一

些
，

这
样

才

能
体

现
出

从
上

到
下

的
空

间
感

。

  
  

画
仰

视
的

鼻
子

要
先

观
察

仰
视

角
度

下
鼻

子
的

特
征

，
由

于
透

视
的

关
系

，
鼻

梁
的

高
度

和
长

度
被

压

缩
了

，
然

后
鼻

底
的

面
积

加
大

了
，

下
宽

上
窄

的
梯

形
特

征
增

强
了

，

鼻
孔

变
大

、
变

圆
，

鼻
头

、
鼻

翼
的

厚
度

增
加

，
这

些
特

征
都

是
仰

视

角
度

下
鼻

子
的

特
征

，
表

现
出

这

些
特

征
，

把
仰

视
的

感
觉

画
出

来
。

三
、

鼻
子

平
视

A
仰

视
B

俯
视

C

  
  

 鼻
子

是
脸

部
最

凸
显

的
部

位
，

是
重

点
塑

造
对

象
，

它
由

鼻
根

、
鼻

梁
、

鼻
头

、
鼻

孔
、

鼻
唇

沟
组

成
。

鼻
根

紧
靠

泪
阜

与
额

骨
的

下
弯

处
连

接
，

它
是

最
窄

处
，

转
折

最
急

。
它

与
眼

部
的

转
折

关
系

和
对

比
关

系
比

较
明

显
，

但
是

不
能

过
于

强
调

，
只

交
代

它
靠

近
眼

部
结

构
的

地
方

。
鼻

梁
要

注
意

中
间

与
两

侧
三

个
面

的
形

状
和

结
构

变
化

及
与

其
相

邻
部

分
的

衔
接

。
鼻

子
侧

面
略

微
鼓

起
的

位
置

正
好

处
在

鼻
梁

向
外

延
伸

这
一

带
上

，

因
此

在
抓

住
大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和
鼻

子
侧

面
与

暗
面

衔
接

处
的

深
浅

变
化

后
，

还
要

把
侧

面
的

这
种

形
体

变
化

表
现

出
来

。
整

个
鼻

子
似

上
窄

下
宽

的
形

状
，

其
中

鼻
头

形
似

球
体

，
两

个
鼻

翼
形

似
半

球
体

。
鼻

底
有

明
显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和
反

光
，

是
表

现
难

点
，

注
意

它
的

明
暗

和
虚

实
变

化
。

鼻
根

鼻
根

鼻
梁

鼻
梁

鼻
唇

沟

鼻
孔

鼻
翼

鼻
翼

鼻
翼

鼻
小

柱

鼻
头

鼻
头

窄 宽 窄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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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面

角
度

d

四
分

之
三

角
度

e

二
分

之
一

角
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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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平
视

的
耳

朵
要

认
真

观
察

其
形

体
特

征
，

概
括

出
耳

朵
的

外
轮

廓
，

找
出

外
耳

轮
、

内
耳

轮
、

三
角

窝
、

耳
屏

、
耳

垂
等

位
置

，
然

后
完

成
耳

朵
的

基
本

形
体

关
系

，
画

出
各

部
分

的
块

面
转

折
变

化
，

注
意

透

视
变

化
、

虚
实

变
化

和
衔

接
关

系
。

拉
开

耳
屏

、
三

角
窝

、
耳

道
与

耳
轮

、

对
耳

轮
、

耳
垂

的
前

后
关

系
。

  
  

俯
视

的
耳

朵
的

特
征

是
，

耳
朵

的
整

体
的

高
度

变
短

，
内

外
耳

廓
、

耳
窝

等
的

顶
面

消
失

或
者

变
小

，

底
面

增
大

，
整

体
透

视
有

向
下

的

趋
势

，
上

宽
下

窄
。

画
俯

视
的

耳

朵
与

画
仰

视
的

耳
朵

相
反

，
虚

实

关
系

和
空

间
关

系
是

由
上

到
下

的
，

两
个

角
度

的
耳

朵
可

以
对

比
着

画
，

进
而

熟
悉

不
同

角
度

的
耳

朵
状

态
。

  
  

仰
视

的
耳

朵
的

特
征

是
，

耳
朵

的
整

体
高

度
变

短
，

外
耳

廓
、

耳
窝

等
的

底
面

消
失

，
顶

面
面

积
增

大
，

整
体

透
视

有
向

上
的

趋
势

，
下

宽

上
窄

。
画

仰
视

的
耳

朵
要

注
意

上

面
提

到
的

那
些

特
征

，
然

后
还

要

画
出

从
下

到
上

的
依

次
渐

进
的

虚

实
关

系
和

空
间

关
系

，
这

样
仰

视

感
觉

才
能

表
现

出
来

。

四
、

耳
朵

平
视

A
仰

视
B

俯
视

C

  
  

耳
朵

的
形

状
是

不
规

则
的

壳
状

，
其

轮
廓

呈
C

形
，

上
宽

下
窄

，
中

央
是

一
个

凹
形

碗
状

体
，

耳
部

主
要

由
耳

轮
、

对
耳

轮
、

耳
屏

、
三

角
窝

和
耳

垂
等

组
成

。
由

于
耳

廓
的

外
部

形
态

呈
现

方
中

有
圆

、
圆

中
带

方
的

感
觉

，
所

以
耳

轮
外

轮
廓

交
界

线
从

上
到

下
的

粗
细

、
深

浅
和

方
圆

节
奏

就
要

给
予

重
视

，
还

要
在

耳
轮

上
分

出
交

界
线

、
反

光
、

灰
面

和
亮

面
等

。

耳
朵

上
部

的
三

角
窝

多
数

处
于

暗
部

中
，

所
以

在
对

耳
轮

上
所

形
成

的
起

伏
变

化
就

要
给

予
高

度
重

视
。

耳
屏

、
三

角
窝

和
耳

道
在

空
间

上
比

耳
轮

、

对
耳

轮
和

耳
垂

靠
后

，
为

了
拉

开
耳

朵
前

后
的

空
间

，
我

们
要

适
当

减
弱

靠
后

部
分

的
黑

白
对

比
，

刻
画

时
要

注
意

主
次

、
虚

实
关

系
。

表
现

耳
垂

时
，

无
论

薄
厚

都
要

表
现

出
耳

垂
底

部
的

交
界

线
、

灰
面

、
亮

面
和

反
光

。

  
  

每
个

人
的

耳
朵

的
外

形
特

征
各

不
相

同
，

但
结

构
却

基
本

一
致

。

  
  

相
比

耳
轮

、
对

耳
轮

和
耳

垂
、

耳
屏

、
三

角
窝

的
耳

道
在

空
间

上
比

较
靠

里
，

为
了

拉
开

它
们

之
间

的
前

后
空

间
，

在
塑

造
时

就
应

该
适

当
减

弱
靠

后
部

分
的

黑
白

对
比

，
并

且
耳

屏
不

是
一

个
简

简
单

单
的

鼓
包

，
它

是
由

两
个

突
起

组
成

，
因

此
要

通
过

表
现

交
界

线
的

细
微

变
化

以
体

现
其

体
积

。

  
  

 因
为

耳
朵

大
部

分
是

由
具

有
弹

性
的

软
骨

组
织

构
成

的
，

外
部

形
态

呈
现

方
中

有
圆

、
圆

中
带

方
的

感
觉

，
所

以
耳

朵
的

外
轮

廓
一

定
要

画
出

体
积

感
。

通
过

对
形

体
交

界
线

、
反

光
、

灰
面

和
亮

面
的

刻
画

，
就

能
较

好
地

塑
造

出
体

积
感

。
耳

朵
上

方
的

三
角

窝
多

数
情

况
下

都
会

处
在

暗
部

中
，

所
以

对
耳

轮
上

的
受

光
面

、
灰

面
、

交
界

线
以

及
反

光
和

投
影

等
都

是
我

们
刻

画
的

重
点

。

  
  

 耳
垂

有
厚

有
薄

，
但

无
论

厚
薄

都
要

通
过

画
出

其
底

部
的

交
界

线
、

弧
面

、
亮

面
和

反
光

来
体

现
体

积
感

。
另

外
，

耳
垂

前
面

与
头

部
衔

接
的

部
位

并
不

是
一

条
简

单
的

直
线

，
它

的
起

伏
转

折
还

需
要

根
据

不
同

情
况

认
真

表
现

。

耳
轮

耳
轮

三
角

窝

三
角

窝
三

角
窝

耳
甲

耳
垂

耳
垂

侧
面

投
影

正
面

正
面

正
面

对
耳

廓

对
耳

廓

侧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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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面

角
度

d

四
分

之
三

角
度

e

二
分

之
一

角
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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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照片范画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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