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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知识

风景与素描不同，水粉画是直接用颜色来进行形体塑造。画水粉不仅要有扎实的素描基本功，而且还必须掌握

一定的色彩表现技巧、调色技法、形体塑造等专业知识。对工具材料性能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如使用何种

纸张会出现何种效果等。一旦掌握以上这些知识，作画时就能得心应手，表现自如。初学绘画，应当讲究方法，

有了正确的方法，就能少走弯路。正确的方法有两层含义 : 一是指有效的训练方法，二是指基本的表现技法。

本书按照初学者的一般学习进程进行编排，力求直观、具体，贴近学生实际，在剖析基本表现技法的同时突出

方法指导，使初学者尽快入门，早日迈入艺术的殿堂。

风景色彩，是绘画中的重要学科，是美术爱好者及艺术院校考生学习的必修课。色彩静物是古今中外的人所普

遍喜爱的表现题材，由于物体处于静态且光源稳定、环境固定，故有助于作画者深刻理解、深入研究色彩的原

理及规律，这也是初学绘画者最为适宜的入门学科之一。色彩静物既方便又能全面反映学生水平和素质，因此

被国内很多艺术院校规定为高考招生考试的必考课目。美术高考主要是考查学生对色彩的认识、理解、运用以

及表现色彩的能力。

风景色彩考试的内容多为我们常见

的陶瓷品、玻璃器皿、金属器具、

瓜果蔬菜、花卉、各式衬布等。近

几年考试的形式基本是在静物写生

与默写中交替进行。写生比较容易，

可直接观察静物，找出它们之间的

主次关系、素描关系、色彩关系、

冷暖关系、虚实关系等。

风景本书结合色彩学习的基本规

律，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 并配以

图示说明、照片参考及步骤演示，

系统规范地阐述色彩的基础知识、

表现技法和不同形式的组合、重点

难点的讲解示范等等，适合初学者、

有一定基础的美术爱好者及考生使

用。可有效帮助学生掌握色彩知识、

作画表现的技能技巧等，为进一步

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第一章  基础知识 01

色彩静物概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绘画工具及材料

风景水粉画是色彩画的一种。水粉画颜料具有较

强的遮盖力，它兼有油画和水彩画的某些特性。

在画法上色多水少像油画，色少水多则似水彩。

水粉画颜料纯度较高，色彩明快艳丽，具有较强

的表现力，它便于处理较大面积的色块及画面，

作画快捷简便。水粉画常常给人以鲜艳、瑰丽、

润泽之感。在进行色彩静物学习之前，应准备好

所要使用的工具及材料，还要对所使用的工具及

材料有所了解。熟悉工具、材料包括两层意思 :

一是要了解工具、材料性能 ;二是掌握正确的使

用方法和预见使用效果。

颜料

铅笔水粉颜料是一种含有粉质的水溶性颜料。它颜

色品种丰富，有一定覆盖力。水粉颜料实用性广，

价格低廉，表现力强，并且易于把握和使用。但在

使用时有干得较快，不便于颜色的衔接和颜色干后

易变色等缺点。近几年商家为了方便广大绘画爱好

者，在原有的近三十余种纯色系列颜料的基础上又

生产了多种高雅的灰色系列颜料，比如月灰、牙黄

灰、绿豆灰等。

水粉笔

铅笔水粉写生用的笔有专用的水粉笔，也可用一些

底纹笔。笔按号数区分大小，一般选择 11号、9号、

7 号、5 号、2 号共 5 支即可。大号笔可以用来铺大

体色及背景等大面积的色彩，中号笔可以用来画具

体的物体 ,小号笔可以用来刻画细部。

铅化纸、水粉纸

铅笔铅化纸表面比较平滑，水粉纸表面颗粒比较粗，

两种纸都适合画水粉画 ,铅化纸一般比较常用。

调色盒、调色盘

铅笔调色盒是进行色彩写生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宜选取格子较大的。调色盒里的颜料，一定要根据

色彩的渐变，有规律地排列，这样有利于写生时轻

松找到需要的颜色，同时还利于减轻视觉疲劳（如

调色盒内颜色的布置图）。调色盘一般要购买两块。

每次画完后注意及时刷洗干净，避免使用过脏的调

色盘进行调色。

水桶

铅笔水桶一般选择可以折叠、携带方便的为宜，水

桶的作用是盛水和涮洗画笔。作画时注意保持桶内

的水清洁，使用太脏的水洗笔或调色容易使画面变

灰，色彩不亮。

其他辅助工具及材料

铅笔画架、画板、工具箱、铅笔、橡皮、夹子、美工刀、

胶带、图钉等。

调色盒内颜色的布置

全效教学 色彩静物02



色彩知识

铅笔因为有光，我们才可以看到绚丽的大自然风光。光不仅是生命之源，也是色彩的起因。光让我们感受到瑰

丽的色彩世界，也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界的视觉感知。没有光线，色与形在我们视觉中就消失了。我们在绘画中

运用的一切有关色彩的法则都是自然规律的反映。根据色彩形成的规律，我们对色彩的原理进行总结，从而形

成了色环。色环能帮肋我们认识色彩、创造色彩，是打开色彩艺术世界的钥匙。

邻近色、同类色、对比色、互补色

构成邻近色 : 所谓邻近色，就是在色环上相邻近的颜色，色环上凡在 90 度范

围之内的颜色都属邻近色。例如绿色和蓝色，红色和黄色。邻近色之间往往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构成同类色 : 在色环上，45 度范围内的色彩属于同类色，同类色具有共同的

属性，比较和谐。

构成对比色 : 在色环上，130 度范围内对应的色彩属于对比色。对比色缺少

共性，彼此有互补倾向，对比强烈，不容易和谐。

构成互补色 : 在色环上，180 度范围内对应的色彩属于互补色。色环上的三

对互补色（红与绿、蓝与橙、黄与紫），色彩对比非常强烈，其运用在色彩

写生和色彩设计中具有广泛的意义。

12 色环

24 色环

三原色、三间色

原色、间色、复色

构成原色 :( 品 ) 红、( 柠檬 ) 黄、( 湖 ) 蓝，又称为基色，即用以调配其他色

彩的基本色。原色的色纯度最高，最纯净、最鲜艳。可以调配出绝大多数色彩，

而其他颜色不能调配出三原色。

构成间色 : 亦称“二次色”，即三原色中的某两种原色相互混合的颜色。当

我们把三原色中的红色与黄色等量调配就可以得出橙色，把红色与蓝色等量

调配得出紫色，而黄色与蓝色等量调配则可以得出绿色。

构成复色 : 也叫“三次色”，是用任何两个间色或三个原色相混合而产生出

来的颜色，包括了除原色和间色以外的所有颜色。

同类色放在一起，色彩过渡柔和协调。 对比色放在一起，色彩对比强烈。

橙 绿 紫

品红 湖蓝 柠檬黄

红橙 黄橙 黄绿 蓝绿 蓝紫 红紫

原色

间色

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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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色彩关系

铅笔因为光线的照射，我们的眼睛可以感受到自然物体与空间的存在。物体表面色彩的形成取决于三个方面 :

光源的照射、物体本身的反射、环境与空间对物体色彩的影响。

光源色

固有色

环境色

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

构成固有色 : 是指物体本身的颜色，但任何物体的颜色

都会受到光源和周围物体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真正固定

不变的颜色是没有的。

构成光源色 : 是光源投射到物体表面所呈现的颜色。光

源色的不同会引起不同的色彩倾向，即偏冷或偏暖。

构成环境色:是指物体所处周围环境所反射出来的光色， 

它可以影响到物体固有色的变化，如一串香蕉在红色的

背景布下会呈现橙红的倾向。

高光、亮部、反光、暗部

构成高光 :受光源色的影响较大、呈光源色的色彩。

构成亮部 : 受光源色影响较小。光源色对物体的影响从

高光到明暗交界线逐渐减弱，物体的固有色特征逐渐明

显。

构成反光 :由环境色决定，其明度低于物体亮部明度。

构成暗部 : 受环境色的影响较小。环境色对物体的影响

从反光到明暗交界线逐渐减弱，整个暗部带有不同程度

的环境色成分。

常用笔法

常用笔触是画笔接触画面时所留下的痕迹。美妙的笔触不但能丰富画面的视觉效果，还能传达出画者的艺术个

性和修养，因而，它是画家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用笔的方法又决定了笔触的变化，因此，对初

学者来说，学习用笔的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训练内容。水粉静物常见的用笔有点、摆、刷、旋、揉、勾、提、染等。

当然，用笔时还要结合用水，要注意“趁湿接色”，可以从画面中颜色最重的地方开始。用笔的变化、用色的厚薄、

用水的多少都能表现出不同的笔触效果。

刷摆 旋点

勾揉 染提

全效教学 色彩静物04



小色小色稿练习有其独特的优势。第

一，有利于捕捉转瞬即逝的色彩感觉。

这一点是中长期作业不易做到的。是否

具备敏锐的色彩感觉是色彩试卷最主

要的考查内容之一。第二，有利于概

括地整体表现。小色稿因画幅的限制，

迫使你将对象进行简化，你只能画出

大的色彩关系，也更方便你集中注意

力去解决主要色彩问题。第三，有利

于合理地利用时间。一幅小色稿练习，

多则花十几分钟，少则四到五分钟，

正好可以弥补专业课时间的不足。 

小色稿练习

色稿训练

变调训练

苹果正常的色彩写生，一般是描绘对象客观的光色关系。而变调训练是以改变光色关系为前提的，也就是根据

作者的意图去组织一个与对象实际色彩完全不同的色调。变调可以分为四大类(明度变调、纯度变调、色相变调、

色性变调 )。一般进行的变调训练就是改变画面原有的总体色彩倾向，而不改变主体物的色彩倾向。由于应试

的需要，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探究各种变调的方法和手段，拓宽原有的变调概念，以适应不同类型的色彩考试。

黄色调 红色调

蓝色调 绿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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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讲解

全效教学 色彩静物06

主

次

聚

散

铅笔构图就是所画物体在

画面中的摆放位置，对一

幅作品来说，一般称为章

法或布局。一幅画的构图

应突出主体，做到主次分

明、疏密得当，同时还要

把黑白布置和空间处理考

虑进去，要使周围物体与

主体呼应，要使画面均衡

统一、有前有后、有主有

次、有聚有散、重点突出，

使画面看起来完整，具有

形式美。

构图要点

铅笔层次有序：静物的位置要前后叠放，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对比的结构关系，不要让物体重叠的比例一样。画

面中的静物应尽量避免出现在同一条线上或等距离位置上，而应错落有致、聚散有法。

铅笔主次分明：构图应先考虑主要物体、次要物体及陪衬物体的定位，即何者为主，何者为次，画面的中心在哪。

主体物可以是一件较大的物体，也可以是几个组合物，放在画面的正中心位置 ; 次要物体一般在面积上小于主

体物 ;陪衬物和点缀物的面积则更小一些。

铅笔布局均衡：“均衡”是指以画面中点为界，两边基本相称，但又有变化，画面平衡稳定而不失活泼。

铅笔变化统一：这就是要利用所画物体的对比因素，将它们安排到统一的画面中来，充分表现所画物体的均衡

形式和节奏感，形成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变化统一过程。

错误构图图例

构图太满 构图太空 构图太偏 构图太乱，无主次

构图主次太平均 ,无聚散 构图太紧凑 构图太平均，无前后空间层次 构图太散，主次不呼应



苹果的画法

第二章 范画练习

实物照片

步骤一

步骤四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讲解

用长步骤一 : 用单色起稿，然后加水稀释交代出苹果的基本外形特征

和明暗转折关系及投影。

用长步骤二 : 从苹果的暗部开始入手，按苹果的形体转折用笔，辅画

出苹果暗部大体色彩。

用长步骤三 : 深入塑造，铺出苹果的灰部和亮部，注意颜色从灰到亮

的明度和色相的变化 ,把握好苹果的环境色。

用长步骤四 : 用小号笔侧锋运笔，颜料干湿适中，根据画面需要加强

其亮部的颜色，使其颜色饱和、明亮，层次丰富。

画前分析

苹果画青苹果时要注意突出颜色的饱和度与透明度，这样才能保持水

果的新鲜感。绿色的过渡可采取色彩的并置法，也可适当降低色彩的

纯度。

第二章  范画练习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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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步骤四

梨的画法

步骤讲解

用长步骤一 : 用单色画出梨的外形，准确把握梨的朝向及位置关系。勾勒

出梨的明暗转折关系及投影。

用长步骤二 :画出梨的固有色，用笔时应注意顺着形体结构画。

用长步骤三 : 强调梨的色彩变化，画出梨的暗部，铺出灰部的色彩，用笔

要有变化。

用长步骤四 : 调整画面，注意亮面和灰部的笔触衔接，勾出梨蒂把，处理

好梨的反光和投影的色彩，最后用干笔点出高光。

画前分析

苹果梨的表面比苹果粗糙些，高光不像苹果那么明显，可用较干枯的笔触

去表现其高光及边缘色。用色纯度也比苹果低一些，黄色中略带一些粉。

步骤二 步骤三步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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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香蕉的画法

步骤讲解

用长步骤一 : 将整组香蕉看成一个整体的形状，画出基本形并找出大的

明暗关系。

用长步骤二 : 用大笔铺出香蕉的基本色调，描绘时要保持笔触的水分饱

和度，同时沿着形体转折面运笔。

用长步骤三 : 分析颜色的变化，抓住总的色彩基调，画出亮、灰面的基

调。注意色彩的冷暖关系，用色要薄而鲜明。

用长步骤四 : 从整体出发，加强画面的主次、前后、虚实关系，要求画

面色彩明快、简洁，用笔松动而富有变化。

画前分析

苹果香蕉的形体具有明确的明暗转折关系，没有明显的高光和反光，画

一串香蕉时要注意把握整体、主次及前后的关系。

步骤四

步骤二 步骤三步骤一

第二章  范画练习 09



辣椒的画法

用辅步骤四 :用粗松的笔触丰富辣椒的转折位置，最后用小号笔勾出蒂把上的颜色，并且点出辣椒上的高光。

画前分析

一切画辣椒前要先明确辣椒的造型，常见的有长的、尖的,还有圆的。

平时所吃的辣椒颜色一般多为绿色或红色，色彩具有一定的单一性。

画时可采用平涂法画出辣椒的基本色，暗部和亮部的色彩对比关系应

多用同类色及邻近色的对比，始终要从明暗上保持辣椒色彩间的明度

对比关系。辣椒表面凹凸不平，塑造难度也会相应增加。表现时须注

意根据结构的转折来塑造明暗关系，根据整体画面刻画色彩的冷暖变

化。蒂把部分可用“勾”的笔法来表现。

用辅步骤一 : 用简洁的直线切出两个辣椒的

外形，以及它们在画面中合适的位置。

用辅步骤二 : 用平涂法画出两个辣椒的固有

色并找出辣椒主要的转折处与凹槽处。

用辅步骤三 : 根据光源，找出辣椒的明暗交

界线及投影位置。重点塑造出辣椒亮面的颜

色，并用稍小的水粉笔画出投影和反光。

全效教学 色彩静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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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的画法

画前分析

一切大白菜由菜茎和菜叶组成。菜叶和菜茎颜色都较淡，受周围环境色

影响明显，在调色时要注意勿画“脏”。作画时先用湿画法画出它大的

形体和色彩关系，菜茎颜色较亮，在铺色时可适当留出高光，并要准确

把握菜茎灰部颜色的色彩倾向。为了保持新鲜度，最好是一两次完成，

白色的用量要恰当。菜叶亮部颜色较淡，绿色纯度不宜高，可适当加些

白色和柠檬黄去表现，白色不宜加得过多，否则画出的白菜会显得“粉”气。

用辅步骤四 :用湿画法加强叶片、茎部颜色。待到茎叶的颜色干一些了，用小号笔蘸较干的亮色“扫”出茎的质感。

用辅步骤三 : 画出大白菜的体积关系，在刻

画时要保持统一协调的整体感，用色虚实结

合，过渡自然含蓄。

用辅步骤一 : 用单色画出大白菜圆柱体的形

体关系，大致表现出菜叶的位置。

用辅步骤二 : 画大白菜时一般采用较湿润的

大号笔画出它大的形体与色彩，再选择主要

的茎与叶作细致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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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红茶的画法

步骤讲解

用长步骤一 : 用单色起稿，然后加

水稀释交代出塑料瓶的基本外形特

征和明暗转折关系及投影。

用长步骤二 : 从塑料瓶的暗部开始

入手，按塑料瓶的形体转折用笔，

画出其暗部大体色彩。

用长步骤三 : 深入塑造，铺出塑料

瓶的灰部和亮部，注意颜色的明度

和色相的变化,把握环境色的处理。

用长步骤四 : 用小号笔侧锋运笔，

颜料干湿适中，根据画面需要加强

其亮部的颜色，使其颜色饱和，质

感明确。

实物照片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画前分析

苹果有色塑料瓶没无色塑料瓶那么透

明，高光附近有些冷色。中间的标签

往往色彩鲜艳夺目，不透明，是表现

明暗立体的关键部位，刻画时应大胆

归纳，笔法明确。表现时最好先湿后

干，特别要注意最后干涩笔触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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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瓶的画法

步骤讲解

用长步骤一 : 用单色起稿，画出可乐

瓶的基本轮廓，注意瓶口与瓶身的形

体转折，确保形体比例准确。

用长步骤二 : 仔细观察可乐瓶，明确

光源的方向。从暗部开始铺出可乐瓶

的色彩大关系。

用长步骤三 : 铺出可乐瓶亮部的颜

色，颜色要调和得亮些，防止颜色干

后变灰，注意色彩的过渡。

用长步骤四 : 丰富亮部色彩变化，处

理整体色彩亮灰面的过渡。等颜色稍

干后点上高光。

实物照片

画前分析

苹果可乐瓶的色彩丰富而艳丽。在塑

造时，可以分为三部分：上部透明处、

中间标签处和液体处。透明的部分和

背景一起画，不可留空白，稍干后用

较深一些的冷灰色提出瓶子的轮廓即

可。可乐瓶中的液体较深且颜色变化

小，刻画时应大胆归纳，概括处理。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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