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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篇
BASIC KNOWLEDGE

人物头部的基本比例我们通常归纳为“三庭五眼”，了解这一基本规律，有助于我们在头像入门时

快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基本形体比例。“三庭”为头部纵向比例，“五眼”为横向比例。

如上图所示：“三庭”指的是人物面部中，发际线至眉毛为“上庭”，眉毛至鼻底为“中庭”，鼻底至下巴为“下庭”， 平视的情况下这三段基本相等。“五眼”

指的是脸部正面最宽处为五个眼睛的宽度，即两眼间距为一眼，两眼外眼角至两耳分别为一眼，称“五眼”。

其他比例：成人眼部在头部二分之一处，老年人偏上，幼儿偏下；嘴巴口缝线的位置约在鼻底至下巴三分之一处；耳朵的高低位置上至眉毛与眼睛之间，耳垂基本

与鼻底平行。

图示／ Graphic Expression

关于比例的建议：

确定比例要考虑每个人物的特征、视线和视点的变化，我们在写生中要根据对象透视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比例关系。要想把握正确的比例关系，

最好的办法就是“相互比较”，在平时的训练中努力地提高眼睛的判断力。在熟练把握基本比例之后，一定要尝试着摆脱这些理性知识的束缚，

尽量练就一双准确而感性的眼睛。

一、 头部的基本比例

B
 上庭

B
中庭

B
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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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用立方体的规律来解释头部的透视变化，从正面角

度在视点经过左右移动之后，头部的角度就会越来越侧，导致我

们看到的正面越来越窄，侧面越来越宽，“五眼”的“近大远小”

透视会越来越大。

从平视角度在视点经过上下移动之后，“三庭”的透视变化

就会越来越大：在仰视的情况下，鼻底至下巴（下庭）的距离最长，

鼻底至眉毛（中庭）的距离次之，眉毛至发际线（下庭）的距离最短，

眼睛的位置也变为二分之一以上，显得下巴大脑门小，同时耳朵

的位置会下移；在俯视的情况下，这种透视就会反过来，上庭最长，

中庭次之，下庭最短，眼睛的位置也会下移，显得脑门大下巴尖，

同时耳朵的位置会上移；

另外，我们所看到肩膀线的高低在仰视及俯视不同情况下也

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仰视时，肩膀线会压低，颈子会显得长；

在俯视时，肩膀线的位置会提升到下巴以上，颈子会显得短。

二、 头部透视与动态

在认识了头部“三庭五眼”的基本比例之后，我们来了解一

下头部在运动过程中的透视及动态的变化规律。在通常作画过程

中，我们要确定所观察的模特角度，如：正面、四分之三侧、全侧、

仰视、平视、俯视等，在不同的角度动态下，我们所说的基本比

例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如右图所示。

三、 头部形体概括

何为“形体”：形体的概念在我们平时素描课程中是老

师提到的最常用语，顾名思义，“形体”是由“形”和“体”

两部分组成。大家都知道，点的延生形成线，线的排列形成

面，而体是由多个不同朝向的面组成的有体积的物体，所以，

形在前体在后，形是平面的，体是立体的，体的存在必须以

形为前提，没有一个好的形就没有准确的体。

图示／ Graphic Expression

图示／ Graphic Expression

在塑造头部形体的时候，要按照大形体——中形体——

小形体的步骤，由整体到局部、从简单到复杂的进行。世界

上任何复杂的物象，都可以用几何形体来概括理解，人物头

部里大大小小的形体无外乎也是由各种几何形体演变而来，

例如：额头类似立方体、颧骨面类似长方体，上颌骨像个圆

柱，下颌骨的三角形感很明确，颈子也是一个很直观的圆柱

体，等等。当我们能熟练地理解头部中各个大小形体，然后

将每个形体的边缘转折找清楚进行分面的塑造，体积就能够

很容易地表达出来了。

在光源固定的前提下，形体的朝向产生了变化，随之颜

色也会产生不同的深浅变化，形体的塑造通常利用黑、白、

灰调子去把不同方向的面区分开，颜色能够与形体进行有效

的贴合，形体空间就会饱满结实。同时，在众多中小形体出

现的时候，要保持形体的流畅感（大小形体的隶属关系），

小形体一定要隶属于大形体，要放在大形体里去塑造，即平

常我们所说的“整体——局部——整体”的塑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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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肌肉篇
BONE,MUSCLE ARTICLE

一、骨骼及其对头像的作用

人的头部是靠内部的骨骼进行支撑的，头骨的形状决定了人物面部的形体特征，因为头部的肌肉较薄并且紧贴在头骨上，所以头部骨骼对人物头部外形的影响最大。

每个人的长相都不同，主要是取决于头骨骨点之间位置的不同。骨点是形体结构的转折点，抓不住骨点，就抓不住形体。如有的人尖头顶、窄脑门、宽下巴；有的人方

头顶、宽脑门、尖下巴，有的人高颧骨、高额头、长下巴；有的人圆头、圆脸、小下巴等等。

二、面部肌肉结构意义

尽管头部肌肉在造型上远没有头骨所起的作用大，但肌肉的伸缩对对象面

部表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当了解了肌肉的走向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什

么时候顺着、什么时候逆着肌肉的走向来用笔排调子。

额结节：是额头的正面高点，从这两点往上形体逐渐向头顶过渡。男性这两点突出，女性额骨的中心可能高过这两点。两个额结节为额头形体朝前的面。

颅结节：是颅骨的最宽处，是构成圆头型或者方头型的重要造型骨点，在形体塑造时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

颞骨：是额头与眼眶部分正面与侧面的转折线。

眉弓：在额头下方隆起，下面是深陷的眼眶，是额头与眼窝的交界结构，外表正好是眉毛生长的地方。

眶上缘：眉弓向下到眼眶处形成的边缘，通常老人因脂肪减少，眼眶凹陷，眶上缘易显于外表。   

颧骨：对绘画的影响极大，是脸部正侧面以及侧面上部和下部的重要转折点，决定着人物脸部正面的宽窄。

鼻骨：下接鼻软骨，鼻子的外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鼻骨的长短、宽窄和高低。但无论是何种类型的鼻子，我们都要有意识地将鼻骨画得相当结实一点，它标志着

鼻梁正侧面的转折点。

颏结节：决定了人下巴是尖的还是方的，并且是面部下巴正面、侧面和底面的重要的转折点，决定着下巴的宽度。

下颌骨： 为三角形的结构体，决定着人面部下方的宽窄。下颌角明显突出的一般为青壮年男子，脸形较宽如“风”字形脸、“由”字形脸、“国”字形脸；下

颌角不明显的一般脸形较窄，如“甲”字形脸、“申”字形脸或脸形圆润的女性。

额肌：在额骨正面，眉弓上方，向上提拉眼眶上的皮肤与肌肉。

降眉间肌：在眉心处、鼻骨的上部，向下拉动使额头皮肤向下运动。

皱眉肌：眼眶上檐，靠近眉心，拉动眼眶皮肤向中心运动。

眼轮匝肌：在眼缝周围，是睁眼、闭眼和各种眼部运动的关键肌肉。

鼻肌：在鼻骨和鼻软骨上，有皱鼻和提拉上唇的作用。

额肌：颧骨到嘴边，提拉上唇、嘴角。

上唇方肌：分内眦头、眶下头和颧骨头三股，呈放射状分布于鼻子左

右的面部，起提拉上唇的作用。

口轮匝肌：在嘴角处交织叠合，与其他扩张肌相接，可分为内、外圈

两个分部，内圈为唇缘，外圈为唇缘外围。

下唇方肌：口轮匝肌的下方到颏结节的外侧，起下拉下嘴唇和嘴角的

作用。

唇三角肌：嘴角到颏结节外部，主要起下拉嘴角的作用。

颏肌：下巴颏上边，下拉下唇。

咬肌：下颌角上至颧骨，主要用于咀嚼和咬紧牙齿之作用。

颊肌：嘴角外、口轮匝肌和咬肌之间，可将嘴角拉向左右两边。

此外，头部肌肉与颈部肌肉紧密相连，对于脖子的塑造，主要把握住喉结和胸锁乳突肌即可。对于头的俯仰旋转，肩胛舌骨肌与斜方肌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

认识头部骨骼、肌肉，并不是要求我们把它们的各个名称背下来，重要的是要对每个骨骼、肌肉对人物面部的形体转折产生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解，它们制造了什

么样的朝向面，产生了什么样的体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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