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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块”是指我们运用蘸满颜色的画笔在画面上“摆”出的块状笔
触。这些色块有机组合在一起，构成具有可视形象的画面整体。绘画的
全过程都是在色块的交织中进行的。“色块”一般从阔大、简单的笔触
开始，在作画过程中，笔触逐渐变小、变复杂，直到显现出细节。开始
时以大而平的笔触、以简单的形式画出大的构图，确定作品的“大感
觉”，此阶段要以薄涂为主，过厚的部位要用调色刀刮一下。
　　每一幅优秀的色彩作品都是通过色块的反复运用来完成的，
色块在画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色块的运用

　　画色稿时应注意，除了大色块以外，物体本身暗部、灰部和亮部的三个面色块也非常重要，这些色块是既有区别又有融合的。同时，两个
物体放在一起，又形成了两块色彩的关系。

　　画面大色块明确，主色调偏暖。深色的陶罐在冷灰色背景的衬托下显得稳重、饱满，干净的冷白色使方瓷盘几大块明确而又有变化。
水果的色块简洁、明快，水果间的前后主次关系、色块的纯灰变化都丰富了画面层次。

色块的“以色造型”在画面中起

到形的塑造和色的显现的作用。

色块在画面中起到影响全局的决定

性作用。

色块能表现生动的笔触和起伏

变化。

色块能通过大小面积的对比起到调

和作用。

画面的大色调和背景都是靠大色块
的笔触表现出来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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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块的运用需两块颜色衔接自然，从明到暗的过渡要柔和，色彩的衔接要恰当。
　　方法有三：
　　１．利用湿画，使明色与暗色、此色与彼色在水的作用下相互渗透，这样效果会自然、
柔润。如果一遍不行，可照此方法再画一遍。
　　２．在两色之间，用中间明度的颜色画上去，虽有明显笔痕，但远看过渡自然。
　　３．两色衔接生硬之处，可用其中一色在邻接处干扫几下，增加过渡的色阶。也可用笔
蘸少量清水，在生硬之处轻扫几下，使两色衔接处在明度或色彩上揉出过渡层次，转折即会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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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色彩是一笔一笔画上去的，每一笔的色彩都不同，因
此，色块不能没有倾向性。比如这幅画中的水果，其中一个
梨偏橙色，一个梨偏淡黄色，还有两个作为衬托的色块，一
个偏土黄，另一个偏向桔红。这些色块既要区分好物体间的
色相、明度、纯度，又要统一于整个画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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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体

上
的

色
块

要
求

一
笔

一
笔

地
塑

造
形

体
变

化
，

要
求

用
不

同
形

状
、

大
小

、
方

向
、

轻
重

的
笔

触
，

笔
笔

见
效

果
，

块
块

求
变

化
。

　
 色

块
的

表
现

要
求

是
简

洁
、

概
括

、
准

确
，

包
括

形
体

准
确

、
色

彩
关

系
准

确
。

要
有

意
识

地
运

用
冷

暖
对

比
的

方
式

来
表

现
。

  
  

盘
口

是
画

白
盘

的
关

键
部

位
，

应
画

得
挺

而
干

脆
，

用
笔

要
利

索
，

要
注

意
它

的
明

暗
及

冷
暖

变
化

。
在

白
盘

的
表

现
过

程
中

可
多

用
些

拖
与

摆
的

笔
触

，
同

时
，

要
处

理
好

背
光

部
与

受
光

部
用

笔
的

衔
接

。

　
　

水
果

的
几

个
色

块
之

间
用

笔
干

脆
利

落
。

物
体

边
线

也
处

理
得

比
较

简
练

、
松

动
。

将
对

象
进

行
简

化
，

你
能

画
出

大
的

色
彩

关
系

，
也

更
方

便
你

集
中

注
意

力
去

解
决

主
要

的
色

彩
问

题
。

  
  

背
景

、
衬

布
、

台
面

的
色

彩
关

系
要

交
代

清
楚

，
铺

色
时

，
抓

住
大

的
色

彩
感

觉
，

迅
速

地
铺

开
主

要
表

现
物

，
画

面
保

持
整

体
性

，
要

有
节

奏
感

。

　
  

在
表

现
同

块
衬

布
的

前
后

关
系

时
要

有
色

域
意

识
。

在
固

有
色

的
基

础
上

将
明

度
、

纯
度

以
及

冷
暖

关
系

进
行

微
妙

的
改

变
，

使
画

面
前

后
空

间
得

到
很

好
的

表
现

，
使

画
面

的
色

彩
关

系
更

加
丰

富
。

　
 远

处
背

景
墙

面
和

桌
面

的
转

折
关

系
要

通
过

色
块

来
衔

接
，

通
过

降
低

颜
色

对
比

和
弱

化
笔

触
，

使
画

面
的

空
间

得
到

更
好

的
延

伸
。

　
  

充
分

利
用

色
相

对
比

、
明

度
对

比
、

纯
度

对
比

、
冷

暖
对

比
等

因
素

，
来

丰
富

画
面

的
色

彩
关

系
，

使
画

面
达

到
既

对
比

又
整

体
和

谐
的

效
果

。

  
  

 色
块

的
概

括
就

是
指

有
力

地
抓

住
对

象
的

造
型

和
色

彩
的

生
动

性
特

征
，

省
略

掉
无

关
紧

要
的

细
节

，
使

色
块

具
有

较
强

的
表

现
力

。
从

表
现

对
象

出
发

，
为

表
现

形
体

结
构

和
色

彩
灵

活
运

用
色

块
。

想
要

一
笔

下
去

形
色

兼
备

，
就

必
须

在
色

块
上

做
到

果
敢

、
概

括
、

恰
到

好
处

。
用

笔
果

敢
就

是
大

胆
而

果
断

地
表

现
出

你
对

物
象

的
感

受
，

不
要

缩
手

缩
脚

，
谨

小
慎

微
。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就
必

须
敏

锐
地

把
握

住
色

彩
的

准
确

关
系

和
造

型
的

鲜
明

特
征

，
因

为
果

敢
的

用
笔

总
是

与
准

确
的

观
察

分
不

开
的

。
所

谓
色

块
恰

到
好

处
，

即
每

一
个

色
块

都
要

做
到

各
负

其
责

，
一

笔
下

去
，

色
彩

的
明

度
、

色
相

、
冷

暖
、

纯
度

与
整

体
的

色
块

的
表

现
技

法
对

比
关

系
基

本
正

确
，

同
时

，
物

体
的

形
体

、
结

构
、

透
视

、
虚

实
等

各
种

因
素

之
间

的
关

系
也

统
一

到
位

，
要

做
到

这
一

点
，

就
必

须
做

到
正

确
观

察
、

整
体

对
比

。
  

  
 一

般
，

通
过

画
面

中
的

色
块

可
以

看
出

我
们

大
致

的
作

画
顺

序
和

用
笔

方
法

。
不

同
物

体
不

同
形

状
的

色
块

是
有

所
区

别
的

，
有

的
大

笔
纵

横
，

有
的

小
笔

点
绘

。
在

完
成

画
面

色
彩

整
体

效
果

的
过

程
中

，
一

开
始

就
要

确
定

色
块

的
大

小
和

色
差

，
这

才
是

对
待

色
块

的
正

确
态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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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块
画
法
的
深
入

　
　

对
画

面
进

行
深

入
塑

造
，

就
是

指
在

大
体

色
基

础
上

进
行

一
些

色
彩

、
笔

触

上
的

丰
富

，
把

画
面

关
系

处
理

得
更

为
准

确
。

要
知

道
，

对
色

彩
的

第
一

感
觉

是
很

重
要

的
，

我
们

已
经

捕
捉

到
了

瞬
间

优

美
的

色
调

，
就

千
万

别
动

画
面

大
的

色

彩
了

。
我

们
要

多
看

少
画

，
强

调
一

个

“
准

”
字

。
深

入
不

是
面

面
俱

到
，

而
是

要
主

次
分

明
，

区
别

对
待

，
有

虚
有

实
，

有
鲜

有
灰

，
在

视
觉

中
心

上
多

下
功

夫
，

以
少

量
的

细
节

起
到

画
龙

点
睛

的
作

用
。

保
留

大
的

色
彩

关
系

，
对

一
些

微
妙

色
彩

进
行

添
加

，
对

一
些

局
部

败
笔

进
行

修

正
，

对
一

些
物

体
的

塑
造

进
行

体
块

分

细
，

加
强

物
体

色
彩

、
体

积
、

质
感

上
的

区
分

，
拉

开
物

体
主

次
、

虚
实

层
次

。
要

记
住

，
深

入
刻

画
不

要
一

味
地

只
做

“
加

法
”

，
适

当
地

做
些

“
减

法
”

同
样

也
能

让
画

面
更

为
完

整
。

　
  
B

水
果

表
面

有
很

多
大

小
不

一
的

笔
触

，

这
些

笔
触

是
由

大
大

小
小

的
色

块
切

出
来

的
，

以
不

同
形

状
、

大
小

、
方

向
、

轻
重

的
笔

触
，

每
笔

落
到

实
处

，
笔

笔
见

效
果

，
块

块
求

变
化

。
此

法
多

用
在

水
果

的
亮

灰
面

和
结

构
转

折
清

淅
的

地
方

。

　
　
D

对
于

画
面

中
的

败
笔

以

及
不

准
确

的
用

色
，

接
下

来
可

用
较

厚
的

颜
色

进
行

覆
盖

，
要

避
免

泛
色

，
甚

至
颜

色
变

脏
。

　
　
A

铺
大

体
色

，
首

先
将

颜
料

加
水

调

稀
，

用
笔

饱
蘸

颜
色

并
大

胆
快

速
地

涂
到

画
面

上
，

要
保

持
画

面
灰

透
的

感
觉

，
并

且
要

尽
量

一
次

或
在

没
干

之
前

两
次

完
成

。
此

法
在

上
第

一
遍

色
时

用
得

较
多

，
宜

于
表

现
大

面
积

的
衬

布
和

背
景

。
这

种
技

法
主

要
是

尽
快

抓
住

整
体

感
觉

，
明

确
大

色
调

，
为

进
一

步
深

入
刻

画
打

基
础

。

　
  
C

画
面

衬
布

褶
皱

与
物

体
的

关
系

其
实

就
是

一
种

推
与

拉
的

关
系

，
虚

和
实

在
画

面
中

的
处

理
关

系
简

单
来

讲
就

是
推

、
拉

关
系

，
有

虚
必

有
实

，
把

什
么

东
西

往
外

“
拉

”
出

来
，

把
什

么
东

西
往

里
面

“
推

”
进

去
。

这
张

画
面

比
较

明
确

的
地

方
就

是
在

研
究

这
个

手
法

。

　
　
E

塑
造

上
要

做
到

形
色

结
合

紧
密

，
笔

法
细

腻
丰

富
，

层
次

感
强

。
衬

布
和

背
景

在
用

笔
上

就
可

以
比

较
简

洁
，

大
刀

阔
斧

地
铺

完
颜

色
后

基
本

上
就

不
需

要
作

过
多

的
刻

画
了

。
至

于
其

他
的

水
果

和
小

件
物

品
，

要
视

这
些

物
体

在
画

面
中

的
地

位
来

决
定

用
多

少
笔

墨
去

刻
画

它
们

。
如

这
幅

画
中

的
葡

萄
，

起
到

强
化

、
点

缀
画

面
的

作
用

。
因

此
，

在
色

块
的

基
础

上
须

多
表

现
些

细
节

，
让

画
面

精
彩

起
来

。

　
　

色
块

表
现

一
般

是
把

对
象

理
解

为
简

单
的

几
何

状
，

在
画

面
构

图
确

定
后

，
先

简
单

考
虑

素
描

上
的

体
积

、
明

暗
、

造
型

等
问

题
，

直
接

用
平

涂
的

方
法

在
画

面
上

摆
出

色
块

来
，

要
注

意
物

体
的

基
本

几
何

形
，

比
如

圆
形

的
苹

果
、

方
形

的
瓷

盘
等

。
　

　
色

块
画

法
一

般
从

阔
大

、
简

单
的

笔
触

开
始

，
在

作
画

过
程

中
笔

触
逐

渐
变

小
、

变
复

杂
，

直
到

显
现

出
细

节
。

开
始

作
画

时
以

大
而

平
的

笔
触

、
以

简
洁

的
形

式
画

出
大

的
构

图
，

确
定

作
品

的
“

大
感

觉
”

。
此

阶
段

要
以

薄
涂

为
主

，
过

厚
不

适
合

接
下

来
的

深
入

表
现

。
一

旦
确

定
了

构
图

和
主

体
色

调
，

就

不
要

轻
易

破
坏

了
大

的
色

彩
感

觉
，

要
保

持
原

有
的

色
调

贯
穿

于
作

画
始

终
。

用
小

号
画

笔
刻

画
细

节
，

色
彩

可
厚

一
些

，
直

到
作

品
完

成
，

色
彩

逐
渐

丰
富

、
厚

重
、

明
亮

。
从

面
积

和
色

彩
间

的
关

系
来

说
，

在
画

面
中

某
种

色
彩

倾
向

所
占

的
面

积
大

、
成

分
多

，
往

往
决

定
画

面
的

主
要

色
调

。
再

根
据

画
面

主
色

调
合

理
地

组
织

好
画

面
当

中
各

块
颜

色
之

间
的

关
系

，
比

如
同

一
色

相
的

颜
色

在
画

面
当

中
不

同
位

置
上

的
各

种
变

化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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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形

体
的

结
构

及
轮

廊
勾

勒
出

富
有

轻
重

、
刚

柔
的

线
。

水
粉

画
勾

线
不

同
于

国
画

线
描

，
在

勾
线

时
，

要
考

虑
到

体
积

、
明

暗
，

每
一

笔
都

要
勾

出
强

弱
、

粗
细

的
结

构
变

化
，

以
增

加
物

体
体

积
感

。

　
　

水
果

刀
的

表
现

，
用

干
笔

蘸
较

干
的

颜
料

一
挥

而
就

，
要

求
下

笔
准

确
。

在
画

金
属

制
品

的
物

体
时

，
尽

量
保

持
一

气
呵

成
，

不
可

来
回

磨
蹭

。
水

果
刀

的
长

线
条

有
时

是
为

了
增

加
画

面
的

厚
重

感
和

层
次

感
，

破
一

破
画

面
的

死
板

，
并

用
来

丰
富

色
彩

和
调

整
画

面
。

　
　

用
笔

尖
散

开
的

枯
笔

，
画

一
些

粗
糙

、
破

碎
、

松
散

以
及

次
小

物
体

的
地

方
，

能

出
现

一
些

特
殊

效
果

。

　
　

两
块

颜
色

如
衔

接
不

好
，

在
颜

色
未

干
之

前
，

可
用

笔
杆

头
在

两
块

颜
色

中
间

轻
轻

擦
一

下
，

达
到

自
然

衔
接

的
目

的
。

　
　

水
果

的
色

块
要

简
洁

、
分

明
，

利
用

大
小

、
方

向
、

轻
重

不
同

的
笔

触
随

着
结

构
走

向
用

笔
，

形
色

结
合

。
注

意
用

笔
用

色
肯

定
、

明
快

。

　
　

利
用

物
体

与
衬

布
之

间
的

投
影

或
者

衬
布

上
的

一
些

灰
色

，
用

笔
触

把
这

些
灰

色
与

物
体

衔
接

起
来

，
这

样
做

的
一

个
好

处
就

是
物

体
之

间
不

会
产

生
孤

立
，

也
为

接
下

来
的

塑
造

奠
定

了
基

础
。

　
　

有
时

候
为

了
渲

染
画

面
气

氛
，

哪
怕

画
面

静
物

当
中

没
有

投
影

或
者

衬
布

褶
皱

比
较

少
，

也
可

以
利

用
一

些
衬

布
上

的
浅

灰
色

，
用

比
较

微
妙

的
小

笔
触

丰
富

起
来

，
比

如
勾

线
、

小
点

等
等

。
但

是
我

们
很

清
楚

这
些

勾
线

是
为

了
什

么
而

勾
勒

的
，

不
要

为
了

勾
线

而
勾

线
，

这
样

会
很

做
作

，
也

会
破

坏
画

面
的

整
体

性
。

这
个

手
法

同
时

也
可

以
处

理
物

体
的

虚
实

关
系

，
比

如
把

物
体

藏
到

衬
布

中
去

，
或

者
把

物
体

往
外

拉
出

来
。

　
　

塑
造

物
体

首
先

要
结

合
素

描
 “

三
大

面
五

调
子

”
的

基
本

原
理

。
根

据
光

线
的

变
化

，
找

出
亮

部
（

室
内

受
光

偏
冷

）
、

过
渡

面
（

也
叫

中
间

调
子

即
固

有
色

）
、

明
暗

交
界

面
（

偏
冷

）
、

暗
部

和
投

影
（

偏
暖

）
、

反
光

（
与

周
围

的
环

境
色

有
关

）
，

然
后

提
出

高
光

（
最

亮
、

最
冷

）
。

只
有

具
备

了
这

五
个

基
本

层
次

，
物

体
才

有
了

初
步

的
立

体

　
　

利
用

色
彩

关
系

，
对

主
要

物
体

进
行

深
入

地
刻

画
，

以
表

现
各

物
体

处
于

特
定

光
线

和
特

定
空

间
中

的
真

实
性

；
利

用
笔

触
塑

造
和

刻
画

物
体

的
结

构
和

体
积

；
对

物
体

的
关

键
部

位
，

如
罐

口
、

瓶
口

、
杯

口
、

盘
子

边
缘

、
苹

果
的

凹
口

以
及

衬
布

的
裙

皱
等

等
进

行
细

节
刻

画
，

使
画

面
达

到
完

美
和

精
致

。
除

了
严

谨
的

造
型

以
外

，
对

物
体

边
缘

线
的

处
理

要
丰

富
，

用
笔

也
要

松
动

，
但

是
这

种
松

动
是

实
实

在
在

画
出

来
的

。

效
果

。
其

次
，

还
要

注
意

笔
触

的
方

向
与

形
体

结
构

的
关

系
。

画
面

大
色

块
要

为
整

体
需

要
而

安
排

；
物

体
之

间
的

投
影

关
系

要
相

互
连

接
；

衬
托

物
要

起
到

衬
托

、
突

出
主

体
物

的
作

用
；

整
个

画
面

要
体

现
整

体
与

局
部

关
系

、
色

彩
关

系
与

素
描

关
系

、
形

与
神

关
系

的
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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