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生　活

学会自娱之道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学会自娱之道／薛焕玉主编．－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

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２００６．８
（新生活）

ＩＳＢＮ　７－５３７３－１４６６－７

Ⅰ．学．．．　Ⅱ．薛．．．　Ⅲ．文娱活动－青少年读物

Ⅳ．Ｇ２４－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０６）第１０７４７２号

新　生　活
学会自娱之道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１００号　邮编：８３０００１）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８５０ｍｍ×１１６８ｍｍ　３２开
印张：８０　字数：１１８０千

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１版　２００６年８月第１次印刷
印数：１—３０００册

ＩＳＢＮ　７－５３７３－１４６６－７　总定价：１９８．００元（共２０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书书书

前　言

“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只有一句话———新

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

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

渐渐地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这是胡适对新生活的定

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为呢？我们认为新生活就是青少年

能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才。

青少年能否成为新生活的主人，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

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培养各种能力的关键时期，青

少年应该认清自己，作好自我的人生设计和规划，有针对性地

进行自我学习和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

２１世纪是一个竞争的世纪，这种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

人才素质和能力的竞争。未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提高青少年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开阔青少年的视野是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新生活》丛书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素材，主要由各

种素质培养方法和技能组成，主要包括：学会演讲文艺、学会



创新之路、学会自立之才、学会自娱之道、学会读书之径、学会

自卫之计、学会交往之礼、学会写作之技、学会学习之法、学会

处事之智，学会防病之秘、学会审美之趣、学会守法之规、学会

推理之思、学会管理之术、学会关爱之情、学会健体之招、学会

适应之能、学会生活之益和学会做人之本。

本套丛书编写体例系统而科学，内容丰富而新颖，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是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好伙伴，也是帮助青少年

成功成才的好图书。

本套书适合青少年读者、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家

长阅读。因编写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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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绘画技能
陶冶情操

　　

一、素描

什么是素描呢？如果从狭义去理解，素描就是用单一颜

色去作画，把画家对客观事物的礼性感受表现出来，这就统称

为素描。如果从广义去理解，素描就是绘画上除掉色彩以外，

剩下来的统统称之为素描。如画面结构和人物造型等都属于

素描范畴。一位画家造型能力强不强，也就是说他的素描水

平的高低。因此，素描应该理解为造型能力的锻炼。至于用

单色去作画，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段而已。素描不只是一种表

现形式，主要方面还是它的内容和目的。人们评价那些素描

大师的时候，不会只说伦勃朗的芦苇秆笔用得如何好、盎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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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的铅笔用得如何熟练。评价他们的素描成就，主要是他们表

现“人”的个性特征和内在感情的深刻性，以及各种关系的正

确性。

十九世纪法国画家安格尔曾经说过：“素描体现艺术的整

体性。”“素描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轮廓，也不仅包含线条，它还

表现由内在的形式到平面、到体型。有了这些，看一看，还剩

下什么呢？四分之三的绘画内容都给素描包括了。假如要我

在门上挂一块招牌，我就给写上‘素描学校’，而且我确信，会

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出许多画家。”“素描包蕴一切，除了色彩”。

安格尔深刻道出了素描的重大意义。美术史上那些成就卓越

的大师们，无不呕心沥血，穷其毕生精力去钻研素描。他们深

知素描是绘画重要的工具，不充分掌握素描技巧，在绘画创作

上要达到高水平是不可能的。素描和其他造型艺术一样，是

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客观事物，使思想形象化，因此被公认为

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二、中国画

中国画，是我国几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它代表中华民族的

绘画艺术，在世界美术领域内自成一个独特的绘画体系。中

国画有自己一整套使用工具，用毛笔、墨、颜料在特制的宣纸

和绢上作画。在形式上分为工笔画和意笔画两大类，各有特

色，互相渗透。表现题材很广，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草

虫等之分。在人物画方面，从晚周至汉、魏、六朝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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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山水、花鸟等到了隋唐时，开始独立形成画科。到了五代、两

宋，流派繁多，创作上出现了高度繁荣阶段，到了元代，水墨画

非常盛行。明、清和近代，没有什么大的发展，大体承袭前人

画法。中国画具有鲜明强烈的民族形式和风格。在表现方

面，主要运用线条、墨色来描绘形体、质感。与文学、书法和篆

刻相结合，融为一体，达到气韵生动的效果。中国画的装裱形

式，也在世界绘画之林别具一格。

三、油画

油画是外来的画种，它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真正

形成完备的油画艺术是十五世纪。中国早在东晋时期虽也产

过油与颜料配合使用的技术，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植物油调颜

料技术是中国传往西方的，但中国油画没有发展，最后形成油

画艺术还是在欧洲。

十四世纪的欧洲还未出现油画艺术，开始时采用蜡和动

物胶调颜色作画，由于蜡要加火才能溶解作画，所以叫“炽热

画法”，到了中世纪手工业的发展，绘画技术也有所改进，产生

了“湿壁画”的技术。以后又发展到“坦泼拉”画法，这种画法

称为胶彩画，蛋粉画法。直到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尼德兰

画家凡·爱克兄弟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经过反复试

验比较，发现亚麻油和核桃油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调合剂。用

这种油调色作画，干燥时间适中，干透后颜色牢固，色彩稳定，

作画时易于衔接，这些优点都是前人所渴求的技术奥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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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种新方法作为一种理想技术，很快就传遍世界各国。

四、水彩画

水彩画是绘画中最简便的一种画法。由于水彩画的设备

比较简单，购买起来比较便宜，易于普及，所以中小学中的图

画课多采用水彩画。许多画家开始学画时也是从水彩画入手

的。由于工具轻便，户外写生容易携带。对于瞬间即逝的黄

昏、晨雾、风雨烟云尤其适于表现。

水彩画是一种用水溶化颜色的透明色在纸上作画，它能够

渗化，重叠形成物体，由于用笔蘸水色在纸上挥毫，长于潇洒自

如，生动清新、爽快自然的特有风格。透明是水彩画的一大特

点，可以用亮色盖在暗的色底上，由于它没有覆盖力，能不断增

加色调的丰富性，同时亮部必须留出来，和用纸的白色作为亮

部的色底，纸的底色起到色调的合成作用。

静物写生

静物是素描基础训练很好的内容之一，它选择内容的余

地很大。静物写生练习对于训练构图能为、处理空间层次、表

现不同质感以及掌握不同色调等方面有很大益处。同时，对

于对复杂形体的概括能力、理解复杂形体本身的透视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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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过程。

画静物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布置静物。组合一组静

物，虽然不一定要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也不要牵强附会地硬加

上一些什么具体内容。但要有生活气息。各种实物的造型、

质地色度的配置、光线的照射、背景的衬托都要仔细推敲。一

组静物中要以一个或一小组为主，而其他为辅。不能平分秋

色，整组静物的空间深度也应有适当的调度，不能分散，以致

几个实物不能组成既有主次之分，又是统一的整体。过于集

中，没有疏密之分，主体既不突出，又不能给人以美感。在造

型上要有对比。有圆的、方的，曲线的、直线的，形体复杂一些

的和简单一些的等等，在色调上、质感上也是如此。通过对

比，在画面上可以取得相辅相成的效果。并且要使整组静物

感觉均衡、稳定、集中、统一而又有变化。同时尽可能利用不

同造型、不同质地、不同色调等的配合，产生诸如庄重、跳跃、

响亮、沉稳等等不同的情趣。

我们平时在看不同距离的东西时，经常改变焦点距离，因

而对于处在不同距离的物体，凡视力所及，都同样清晰，而在

作画时就不能这样随意改变注视焦点距离。而应固定焦点距

离不变，以此为准判断前后物体的各种对比程度，才能造成画

面上的空间感。处理画面空间感的原则是：前面各种关系对

比强，清晰程度强，前实而后虚等等。当然这些对比变化要以

实际情形为依据，而不能主现臆断。

此外，质感是静物写生中涉及的重要课题之一。这就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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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用不同的手法去处理。例如陶罐表面光滑、质地细腻而坚脆，

在打轮廓的时候，在形体转折关键部位就要硬些，在用明暗调

子塑造它的细微形状起伏和处理面与面的衔接时，就要掌握

住形状，衔接严谨。还可以根据需要在涂完第一遍调子时用

手指抹擦一下，之后再在上面用细腻的笔触去塑造细微的变

化。在画表面光滑的物体时，对它的高光处要注意，高光的形

状反映着那一小部分形体的形状。并且还应注意明暗调子的

运用，以表现不同的质地感觉。

总之，形象素描写生所遇到的课题很多，是观察、表现多

种因素的课题。在细心观察、研究、描绘过程中能得到很多

益处。

静物写生步骤：

１．步骤一

主体要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但不等于画面的正中心。

陪衬物体要与主体呼应，线条运用要有轻重变化。常犯的错

误是主次位置不当，用笔缺少变化。

２．步骤二

画面的背景处理，要根据画面的主体来画，它起到衬托主

体并渲染空间气氛的作用，常犯的错误是背景与主体没有关

系，随意在物体周围画上一圈，没有变化。

３．步骤三

深的物体要画得“透气”些，尤其是暗部。画高光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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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位置，受光部要画得充实，常犯的错误是深的物体画得漆黑一

团，没有虚实感。高光不根据形体特点来确定，边线没有

变化。

４．步骤四

在运笔时，不能千篇一律，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质感，有比

较地运用线条变化，常犯的错误是粗糙的物体用笔过细，细腻

的物体用笔过粗，各种关系处理不当。

５．步骤五

结构要严谨，线条要轻松，要以主体作为画面的中心。运

笔要从方到圆。从大的关系着手，小的关系着眼，常犯的错误

是主次不分，过分强调细节，画面散乱，运笔犹豫不决。

６．步骤六

通过仔细观察、反复比较，在作画时要处理好下列几种强

弱关系：

（１）主体要加强，宾要减弱，不要不分主次。

（２）明暗交接的地方，明和暗部要适当加强。

（３）物体有远近时，近的要加强，画得清晰，远的要减弱，

画得模糊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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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名画欣赏

一、《古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像作为一种鉴戒执政者的宫廷壁画，属于极

为重要的主题，为历代宫廷所重视。所谓“见善足以戒恶，见

恶足以思贤”。从汉代以后，宫廷壁画及卷轴画的帝王图已成

为委婉地向统治者规谏的政治性作品，臣僚们利用它来推行

政见，帝王也利用它来美化自己，表现自己能接受历史经验，

是取贤弃恶的明主。《古帝王国》从汉以来一直延续的题材，

尽管各个时代表现都有所发展，但它的基本布局与构思都是

有着较固定的格式，人物体态风度都有当时体现统治者的威

仪的相近似模式。

《古帝王国》刻画了十三个自古以来的帝王像。这些帝王

的服饰、仪仗、起居、侍从等都表现着这一统治阶级的共同特

征和气势。但在帝王各自的面貌与形态方面，则微妙地表现

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帝王的性格与特征。

人物肖像图与情节性绘画不同，肖像画只能通过人物的

外貌特征来表现内在本质和品格，以达到作者的创作意图。

画家首先描绘了前汉昭帝刘弗陵，他为帝期间，生产发

８



９　　　　

展，政治稳定，是一个既能守成而又有所建树的帝王。史书评

他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举贤良文学，间民所疾苦”的帝

王。画家把刘弗陵相貌表现得文静丰颐，神态从容沉着，修养

宽厚有识。而在表现汉光武帝时，则身材俊伟，美须眉秀，大

口、隆准、日角，这些生理特征被画家用来刻画人物的胸府与

情怀。这就是画家对利用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领袖人物的表

达。蜀主刘备则紧锁眉头，眼神疑虑。吴主孙权则仪表温文

多识。魏文帝曹丕目光敏锐逼人，双唇紧闭。这些都是画家

利用人物瞬间表情勾画出人物一生的境遇、才能与品格。当

然，也是画家对每一位帝王的评价。

《古帝王图》是我国唐代绘画杰作，目前流传的仅是后人

临本，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二、《簪花仕女图》

以描写唐代宫廷贵族仕女现实生活为主题的《簪花仕女

图》，以它的高超造型艺术手法，生动的情节以及每个仕女的

性格刻画起，观众面前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画面描写的是长安暮春季节，一群浓妆艳服的妇女在幽

静而空旷的庭园里，过着嬉游的侈靡生活。她们那入时豪华

的服饰，正如诗人元徵之当时所描写的：“近世妇人晕淡眉目，

绾的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妇女们

锦衣玉食之余，终日无所事事，以后而来的是一位乘菊花青马

的少女，乌黑的头发左右分开，梳成两个发髻，着胭脂红窄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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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衫，下衬红花白锦裙，动作栩栩如生。在少女左略后又一乘黑

色骏马的中年从监随行。以上三骑是整个行列的前卫，马的

蹄脚似在疾驰。虢国夫人姐妹并辔而行，都乘着雄健骅骝。

虢国一骑在前进行列的右边，也正是全画的中心，双手握缰，

她的脸庞非常丰润，是淡扫娥月不施脂粉的本来面目，表情凝

重而有些蕴藉的意味。鬓发浓黑如漆，身着淡青窄袖上衣，下

着胭脂描金花团裙。在虢国右面并骑而行的为虢国夫人。她

的装束一如虢国，侧面迎向虢国，似有所语。虢国姐妹之后，

横列为后卫三骑，居中的为年老待姆，神态矜持，小心谨慎；幼

女态度安详。整幅画中人物风姿绰约而又豪华耀眼。

张萱在服饰的描绘上颇下工夫，意在以服饰点明春光时

节，人物穿的轻薄都丽春服，告诉人们正是风和日丽，春光明

媚季节。作者在人物马匹的着色上，手法独到，虽是花团锦

簇，却又层次井然，有变化而又调和。画面色彩衬托得鲜明夺

目。马匹描绘独具匠心，体态丰满而有骨有肉，结实生动。画

面不设背景，利用虚实关系，在突出主题同时又给观者以想象

余地。

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原作早已散失了，现存的极为

精工的北宋摹本，足可以看出作者非凡才能和高超艺术修养

以及极其敏锐的观察力。画幅不仅刻画了人物外部特征，内

在的性格和情绪也得到很好的揭示，特别是虢国夫人的奢侈

放荡生活表现得入微细腻。

张萱是唐代大画家，以画仕女驰誉天下，画风提炼简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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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赋色艳丽而不俗。对我国绘画影响极为深远。

三、李公麟和《五马图》

宋代大画家李公麟，暮年时病倒在床上，由于他长期辛劳

作画和患有风湿痛病，致使右手得了麻痹症，不能画画。但他

躺卧病榻之余，左手仍然不停地在被子上点点划划，好像是在

挥笔作画的样子。家里人看到这位垂暮老人的此情此景，实

在不忍心让他动个不停。可是，李公麟却笑着说：“这个我早

已习惯了，只要一时不让我动手，就觉得非常难受，反而感到

不自在。作画犹如诗人赋诗，是在吟咏情性，抒发胸怀而已，

可是世人往往为供好玩而求画。”由此可见，李公麟一生酷爱

画画，作画已变成他的下意识劳动了。

李公麟是一位把艺术劳动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画家。善

于画人物，尤其是画马。苏轼曾称赞他：“龙眠胸中有千驷，不

惟画肉兼画骨。”《五马图》是他的重要代表作。画中五匹大

马，由五人牵引，马的一举一动，极其细致生动地表现出骏马

运动和性情的特征。每个牵马人的脸型、服饰、动态都有所不

同。不仅反映了民族特点，也表现了不同性格特征和身份。

如“凤头骢”的牵马人，身体魁伟，目光锐利，多须而蜷曲色浅，

衣纹坚挺。第二个人高鼻子，戴皮帽，身材瘦削，有明显少数

民族特征。第三个人半身和腿部裸露，一手执毛刷，浓须而目

光深沉，体现了一个辛勤劳动者，地位低贱的养马人。第四和

第五人大概是管马的小官吏，他们脸部的神气和动态适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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