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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静物”是国内美术院校的重点考试科目，也是色彩训练的方法之

一，要画好水粉静物写生，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培养自己的色彩感觉能力，因为

只有感觉到的东西，才能被准确地表现出来，水粉静物写生也同样如此。

水粉静物的写生技法有着相对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它既可以借鉴油画的塑

造手段，又可以根据水彩画的表现技法，还可以两种方法兼用。这就形成了水

粉画在表现色彩时所具有的优势，它为初学者理解和掌握色彩关系及其变化规

律提供了较为灵活和便利的条件。水粉画又有其特殊的问题，如容易出现脏、

灰、粉、生等毛病，对初学者和有一定作画经验的人来说，都是很难解决的

问题，然而主要问题多是由于作者对客观世界所产生的色彩现象缺乏一定的理

解，因而就需要我们用色彩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原理去理解、分析和表现客观

对象的色彩。

任何有色物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内，它们的色彩也必然与周围邻接

的物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定的关系，这就是色彩关系。它的变

化规律就是固有色与条件色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过多地运用环境色也会给人一

种脏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用色彩关系及变化规律的原理去理解和分析对象的色

彩，因此掌握和理解色彩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是至关重要的。

学生可以通过在光线相对稳定的区域，较长时间进行深入的写生练习，从

容地观察各种光影现象和色彩关系，研究各种不同物体的固有色在不同情况下

的光源色、环境色中的变化。

要学好色彩还必须很好地掌握颜料的特性，水粉色彩的纯度与明度有局限

性，水粉颜料在湿的时候，它颜色的饱和度和油画颜料一样高，而干后，由于

水和粉质的作用使颜色失去光泽，饱和度大幅度降低，这就是颜色纯度的局限

性。水粉明度的提高是通过用水稀释、加白粉或含粉质颜料较多的浅颜色来实

现的。它的干湿变化非常之大，往往有些颜色只加少许的粉，在湿时和干时，

其明度就表现出或深或浅的差别，这就是水粉颜料的干湿反应。由于水粉干后

颜色普遍变浅，所以，运用好水和白粉是水粉画技术上最难解决的问题，而含

粉的色彩又恰恰使画面的颜色充满水粉画特有的“粉”的品质，出现特别丰富

的中间色彩，但水粉画的颜色细腻程度还是远远要低于油画的。由于水粉颜料

性质的局限性，很少有规格较高的大型作品选用水粉颜料进行创作的。

水粉颜料的个性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水粉颜料大部分颜色是比较稳定的，

如土黄、土红、赭石、橘黄、中黄、淡黄、橄榄绿、粉绿、群青、钴蓝、湖蓝

等等，但是，水粉颜料中的深红、玫瑰红、青莲、紫罗兰等颜色就极不稳定，

容易出现翻色，不易覆盖。水粉颜色的透明色彩种类较少，只有柠檬黄、玫瑰

红、青莲等少数几种颜色，要画好水粉画就必须充分掌握水粉各颜料的个性，

了解它的受色能力的强弱、覆盖能力的大小、色阶的高低。这些问题都要通过

不断实践，做到熟能生巧。

色彩的色调，不能以任何一种风格的手法来判断色彩的优劣，也不要以任

何色彩的灰或明亮、冷或暖来判断色彩的好坏，因为这些因素绝对不是评价一

幅色彩好坏的唯一标准，柔和的灰色调和对比强烈的纯色调都有可能传达出丰

富的情感，只是审美取向不同而已，感觉的内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适

中是最好的。所以重要的是能够恰如其分地在自己的画面中形成自己的情感和

气氛，一些考生忽略的恰恰是色调和情绪，画面上很可能会流于一般的感觉色

彩的表达。

水粉写生的画法因人而异，是薄画、厚画，还是厚薄结合来画等等，这都

要根据个人的习惯以及经验的不同而不同，但无论怎样画，均以能充分体现水

粉的特点为佳。

水粉与油画、水彩比较而言，是介乎油画、水彩之间的一个画种。它兼有

油画、水彩的某些优点，但也有许多不及后二者的方面，和油画相比，不及它

厚重，色调上也不及油画丰富；和水彩相比，不及它透明，也少有水彩那种水

墨淋漓之感，但是水粉色彩的亮丽、饱和、色调的明快、一定程度上的透气感

以及用笔洒脱、自如，这些都是水粉的特点，也是油画、水彩所不可取代的。

正因如此，水粉能够做到雅俗共赏而被人们喜欢和接受。

把写生作品画得很有水粉的味道，很具有水粉的特点，也不是件容易的

事。它需要长期的水粉写生实践和不断地积累经验。

通常来讲，静物写生的前几步是比较重要的，构图及色彩大关系的成败直

接关系到整幅画最终效果的好坏。有一些人的作画手法是在上颜色之前用单色

水粉整体铺一遍素描关系，我觉得这一步大可不必，所谓“胸有成竹”，作为

一个画画的人一定要在动笔之前就能对自己的画面有全面的判断和认识，脑海

中一定要浮现出作品完成后的效果，这样所谓的素描关系早已在我们的掌控之

中，就不需要单色水粉的铺垫了，并且因为水粉颜料的不稳定性，绘画后期不

可避免的会有底色向上翻的问题出现，所以取消单色铺垫，直接上色也为应试

的同学在考场上节省了时间。另外，由于水粉画容易画脏、画粉，在上色的时

候可以先画画面中黑白灰关系最重的部分，因为此时水桶中的水是最清澈的，

不会有其他颜色的干扰，因而所调和的颜色也是最纯、最黑的。这些都是笔者

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水粉的薄画法也要有限度，不能过薄，否则不仅不会出现水彩似的透明

感，反而容易使画面效果呆滞从而失去水粉应有的润泽。色彩静物写生，要求

从整体入手，注意大的色彩关系，控制好形与色的结合。

作画时先从重色画到亮色，可从背景推向前景来画，用笔要灵活，切忌机

械地摆“死笔触”，遇到不同质感的物体刻画时，可多尝试不同的笔法，以便

贴切地表现出不同的质感关系。边缘线的处理，要有厚度，有空间，不能画得

淡薄。

一幅好的色彩静物画在完成过程中，要学会反复调整，追求色彩变化的和

谐和表现手法的丰富，把一幅色彩静物画当成艺术品来画，永远是高起点、严

要求。不论是色彩关系明确、概括性强的作品，还是塑造精到的作品，都应具

有艺术的完整性，整体与局部舒适、协调，不要死抠细节，应该在任何作画区

间都保持淋漓尽致的整体视觉，耐看、生动、精彩。

本册书主要展示的是以整体静物写生步骤为主的习作，作品以明快的色彩

对比见长，造型准确，用色丰富且色调统一，用笔大胆整体而不乏细节，在物

体刻画上也是塑造结实，细节深入到位，以追求水粉所能达到的写实极限。较

高的艺术修养及实用的考前题材练习都是该书的独特之处，希望能为广大美术

学习者所借鉴。

                                              2008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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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幅
画
面
各
色
块
之
间
的
关
系
和
谐
，
色
调
统
一
，
远
近
虚
实
关
系
处
理
到
位
，
质
感
的
刻
画
比
较
细
腻
，
塑
料
桶
、
调
色
盘
、
调
色
盒
的
表
达
是
画
面
中
的
精
彩
之
处
，
并
且
在
塑
造
时
主
次
的
选
择
恰
到
好
处
，
色
彩
艳
丽
丰
富
，
让
人
赏
心
悦
目
。

水
粉
静
物
写
生
—

绘
画
工
具
组
合
的
绘
画
步
骤
解
析

1
.
规

划
各

物
体

的
位

置
及

它
们

之
间

的
距

离
，

调
整

疏
密

关
系

，
然

后

画
出
物
体
的
明
暗
交
界
线
。
用
笔
要
饱
和
，
压
重
物
体
的
关
键
部
位
即
可
。

2
.
从

整
体

的
画

面
效

果
考

虑
，

在
各

个
物

体
的

底
部

及
交

界
的

部
位

铺

设
上
重
颜
色
，
以
解
决
最
基
本
的
画
面
黑
白
灰
关
系
。

3
.
由

主
体

物
开

始
向

外
扩

散
，

铺
色

要
有

一
定

的
步

骤
性

，
先

画
主

体

物
及
颜
色
最
重
的
物
体
，
然
后
铺
颜
色
最
重
或
面
积
最
大
的
衬
布
。

4
.
建

立
起

大
概

的
色

调
关

系
，

笔
触

要
随

着
所

画
物

象
的

不
同

而
变

化
，
用
颜
色
将
画

面
铺
满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始
终
由
暗
到
亮
，
由
暖
到
冷
。

5
.
注

重
画

面
的

整
体

感
，

如
前

期
大

效
果

不
满

意
即

可
在

此
时

修
改

，
从

主
体
物
到
各
物
体
都
开
始
深
入
刻
画
，
注
意
笔
触
的
摆

放
和
质
感
的
表
达
。

实
物
照

片

教
师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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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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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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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为
后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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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做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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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物

不
锈

钢
壶

，
然

后
对

其
他

的

水
果

逐
个

刻
画

，
先

铺
暗

部
再

铺
亮

部
，

暗
部

要
透

亮
，

注
意

观
察

壶
的

反

光
。
亮
部
要
厚
重
，
并
且
颜
色
要
丰
富
。

4
.
衬

布
作

为
画

面
确

立
色

调
的

重
要

成
分

，
将

其
作

为
静

物
来

对
待

，

先
铺

暗
面

再
画

亮
面

，
作

为
后

面
的

衬
布

明
度

相
对

要
低

，
颜

色
不

要
太

粉
，
使
布
虚
到
后
面
。

5
.
继

续
大

面
积

地
铺

衬
布

，
明

暗
面

在
画

的
时

候
要

同
时

表
达

出
来

，

不
要

急
于

将
衬

布
的

细
节

一
次

性
完

成
，

始
终

保
持

画
面

的
整

体
感

，
保

持

色
调
的
统
一
。

6
.
进

入
到

最
后

的
局

部
深

入
刻

画
，

包
括

瓷
瓶

的
质

感
及

各
个

水
果

颜

色
和

衬
布

的
区

分
与

统
一

，
使

色
调

保
持

一
定

的
统

一
性

，
不

锈
钢

的
高

光

要
准
确
。

教
师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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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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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腻
。

水
粉
静
物
写
生
—

不
锈
钢
壶
与
水
果
组
合
的
绘
画
步
骤
解
析

1
.
由

于
物

体
较

多
，

所
以

构
图

时
要

疏
密

有
致

，
整

体
采

用
比

较
稳

定

的
三

角
形

构
图

，
各

物
体

的
摆

放
方

向
要

丰
富

有
变

化
，

注
意

节
奏

感
，

注

意
不
同
物
体

的
大
小
比
例
。

2
.
再

用
群

青
色

确
定

一
遍

画
面

物
体

的
造

型
，

不
准

确
的

地
方

都
可

以

修
改

，
用

重
色

对
物

体
底

部
的

阴
影

进
行

预
设

，
使

颜
色

能
压

住
画

面
，

防

止
粉
的
现
象
发
生
。

3
.
在

多
个

物
体

的
状

态
下

，
先

画
主

体
物

不
锈

钢
壶

，
然

后
对

其
他

的

水
果

逐
个

刻
画

，
先

铺
暗

部
再

铺
亮

部
，

暗
部

要
透

亮
，

注
意

观
察

壶
的

反

光
。
亮
部
要
厚
重
，
并
且
颜
色
要
丰
富
。

4
.
衬

布
作

为
画

面
确

立
色

调
的

重
要

成
分

，
将

其
作

为
静

物
来

对
待

，

先
铺

暗
面

再
画

亮
面

，
作

为
后

面
的

衬
布

明
度

相
对

要
低

，
颜

色
不

要
太

粉
，
使
布
虚
到
后
面
。

5
.
继

续
大

面
积

地
铺

衬
布

，
明

暗
面

在
画

的
时

候
要

同
时

表
达

出
来

，

不
要

急
于

将
衬

布
的

细
节

一
次

性
完

成
，

始
终

保
持

画
面

的
整

体
感

，
保

持

色
调
的
统
一
。

6
.
进

入
到

最
后

的
局

部
深

入
刻

画
，

包
括

瓷
瓶

的
质

感
及

各
个

水
果

颜

色
和

衬
布

的
区

分
与

统
一

，
使

色
调

保
持

一
定

的
统

一
性

，
不

锈
钢

的
高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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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粉
静
物
写
生
—

咖
啡
壶
与
餐
具
组
合
的
绘
画
步
骤
解
析

1
.
构

图
时

注
意

画
面

的
稳

定
性

，
起

形
一

定
要

到
位

，
特

别
是

弧
线

的

地
方
，
主
次

物
的
摆
放
要
注
意
疏
密
关
系
，
这
一
步
要
仔
细
。

2
.
用

重
色

压
住

画
物

体
的

底
部

。
先

对
画

面
最

重
的

颜
色

进
行

预
设

，

解
决
素
描
问
题
，
并
先
从
主
体
物
的
暗
部
画
起
，
注
意
明
暗
面
冷
暖
。

3
.
把

主
体

物
的

大
颜

色
铺

完
以

后
再

从
衬

布
及

背
景

铺
起

。
注

意
尽

量

用
大
笔
平
铺
，
速
度
要
快
，
并
同
时
与
主
体
物
的
颜
色
进
行
比
较
。

4
.
继

续
用

大
笔

铺
设

背
景

及
衬

布
，

布
纹

用
重

笔
触

挑
出

，
尽

快
建

立

起
画
面
的
色
彩
关
系
，
目
的
是
及
时
找
出
画
面
的
漏
洞
，
加
以
补
充
。

5
.
在

衬
布

大
背

景
铺

完
的

基
础

上
再

铺
次

要
物

体
及

水
果

等
点

缀
物

，

明
暗
面
色
块
要
明

确
，
反
光
也
要
同
时
加
上
，
注
意
过
渡
色
的
取
舍
。

6
.
深

入
刻

画
，

注
意

不
锈

钢
壶

的
反

光
颜

色
的

丰
富

性
及

冷
暖

、
质

感
，
钢
刀
的
质
感
，
橘
子
顶
部
褶
皱
的
肌
理
感
也
要
一

并
画
出
。

画
面
清
晰
明
确
，
对
细
节
的
表
达
是
作
者
着
重
追
求
的
。
咖
啡
壶
的
反
光
部
分
清
晰
，
色
调
整
体
，
用
笔
松
动
但
卡
位
准
确
。
衬
布
的
层
次
丰
富
，
立
体
感
强
，
虚
实
上
也
考
虑
到
了
空
间
的
纵
伸
。
画
面
效
果
明
快
有
力
，
值
得
初
学
者
认
真
描
摹
。

教
师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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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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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

注
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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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
壶

的
反

光
颜

色
的

丰
富

性
及

冷
暖

、
质

感
，
钢
刀
的
质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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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顶
部
褶
皱
的
肌
理
感
也
要
一

并
画
出
。

画
面
清
晰
明
确
，
对
细
节
的
表
达
是
作
者
着
重
追
求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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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
的
反
光
部
分
清
晰
，
色
调
整
体
，
用
笔
松
动
但
卡
位
准
确
。
衬
布
的
层
次
丰
富
，
立
体
感
强
，
虚
实
上
也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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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空
间
的
纵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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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面
效
果
明
快
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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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
初
学
者
认
真
描
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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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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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色彩和谐，色调稳重，墨绿色的坛子和青蓝色的瓶子与后面的背景相融合，布纹的刻画也是本幅画的精彩之处，

轻重缓急、转折扭曲的地方都交代得相当清楚，而且各物体的颜色素雅统一中有变化，苹果刻画得比较仔细，用色清晰。

水粉静物写生—瓷瓶与水果组合的绘画步骤解析

1.一开始一定要做到造型准确，物体组合之间的比例也要有

所把握，初学者往往注重个体而忽视了对整体的统筹。

2.单色确定形，要求把形更准确地确定起来，投影与明暗交

界线的形也需要确定准确，布局色块为后来的画面效果做铺垫。

3.大胆铺色，由于该画面衬布面积较大，所以先由衬布入手，

再到主体物，注意分清衬布间的色彩变化，布与布间的差别。

4.部分物体开始深入刻画，如罐子、水果等要把质感表达出

来，也要同时注意与同周围物体的联系。
教师点评



10 11

画面色彩和谐，色调稳重，墨绿色的坛子和青蓝色的瓶子与后面的背景相融合，布纹的刻画也是本幅画的精彩之处，

轻重缓急、转折扭曲的地方都交代得相当清楚，而且各物体的颜色素雅统一中有变化，苹果刻画得比较仔细，用色清晰。

水粉静物写生—瓷瓶与水果组合的绘画步骤解析

1.一开始一定要做到造型准确，物体组合之间的比例也要有

所把握，初学者往往注重个体而忽视了对整体的统筹。

2.单色确定形，要求把形更准确地确定起来，投影与明暗交

界线的形也需要确定准确，布局色块为后来的画面效果做铺垫。

3.大胆铺色，由于该画面衬布面积较大，所以先由衬布入手，

再到主体物，注意分清衬布间的色彩变化，布与布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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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画面整体偏灰、色调淡雅，着色厚重，有浓郁的油画特色，画面中的红布和绿布形成了画面的主色彩基调，但作者很

好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用色大胆，但还是保持了画面的和谐。石膏的刻画是比较精彩的，作者认真地分析了石

膏上的每一块儿反光，使其与周围的背景相结合，并且色彩丰富，十分华美。

水粉静物写生—石膏像与花卉瓶组合的绘画步骤解析

1.构图应仔细推敲，合理安排物体位置，主观改变物体大小

以适应画面要求，疏密以及空间中的层次也要考虑。

2.用群青起稿，但比例、形状不能失调，布的搭配要合理，

然后在颜色较重的物体和所有物体底部的阴影处画上重颜色。

3.从重颜色开始入手，要注意石膏的颜色比较复杂，因此要

慢一点进行，考虑仔细，找出颜色的变化，红布的颜色不要太生。

4.重点刻画石膏，不要画花，石膏的明度要保持好，花的颜

色不能和红布混淆，水果的颜色尽量保持鲜亮。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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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静物写生—铜壶与花瓷瓶组合的绘画步骤解析

1.合理地组织画面，特别是注意疏

密和遮挡关系，线稿勾勒一定要仔细认

真。

2.这一步其实是做调整，第一步的

构图各方面可能比较粗糙，会有误差，

群青勾稿的这一步是最终定稿及查漏补

缺。

3.各物体底部的阴影及那些颜色较

重的物体先用重色勾出，重色一般偏

暖，用笔准确而概括，不要抠得过于死

板，以便于后面颜色的铺垫。

4.铺大颜色时通常是从后面的背景

开始的，注意后面的背景，左右要有冷

暖的区别，白罐子与背景既要在冷暖上

有所区分又要相互融合，不可太突兀。

5.铺颜色要注意冷暖、明暗变化，

特别是各块衬布间颜色不要混淆，色块

之间要有区别。整体效果保持在一个统

一的暖色调下。

6.主体物和周围水果颜色要有所联

系和区别，罐子和衬布的颜色比较相

似，填充颜色时应区分开，寻找颜色的

微妙变化，丰富画面效果。

本幅作品的刻画作者还是比较用心的，不仅在明暗关系及体积感上做得比较成功以外，对色彩冷暖关系的把握也进行了大胆

的尝试，努力使几块艳丽的布在一起，比较和谐，铜壶更是画面的精彩之处，刻画得很真实，可见作者扎实的基本功。
教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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