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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临 摹 的 基 本 知 识 点
THE FIRST CHAPTER   The ABC of Copying

一、静物构图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才能产生美感

二、如何体现空间关系

2 . 怎 样 构 图 才 能 使 画 面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更 强

    第 一 ， 注 意 构 图 的 空 间 关 系 ， 疏 密 得 当 ， 穿 插 有 致 ； 第 二 ， 考 虑 不 同 物 体 的 明 暗 布

局 的 多 少 ， 不 能 全 是 受 光 或 全 落 在 背 光 中 ， 要 有 主 次 ； 第 三 ， 除 了 静 物 本 身 的 构 图 之 外 ，

还 不 能 忽 略 周 围 环 境 和 光 源 的 作 用 。 在 构 图 这 一 步 中 ， 根 据 这 个 意 图 可 变 换 尝 试 多 种 构

图 ， 调 整 静 物 在 整 个 环 境 和 光 源 中 的 位 置 ， 尽 量 去 加 强 视 觉 冲 击 力 。 话 又 说 回 来 ， 构 图

只 是 造 成 视 觉 冲 击 效 果 的 因 素 之 一 。

     一 组 静 物 相 互 之 间 的 高 矮 、 疏 密 、 空 间 穿 插 ， 这 是 构 图 需 要 注 意 的 问 题 ， 只 有 这 些 关 键 点 得 到 适

当 的 安 排 和 组 织 ， 注 意 构 图 的 空 间 变 化 ， 画 面 布 局 才 会 更 趋 于 合 理 ， 产 生 美 感 。 实 际 静 物 的 摆 放 不 会

满 足 所 有 角 度 的 美 感 方 面 的 视 觉 要 求 ， 如 果 客 观 地 照 搬 去 构 图 ， 便 会 出 现 散 乱 状 态 ， 或 是 重 重 叠 叠 的

一 堆 ， 所 以 要 在 不 破 坏 物 体 形 体 特 征 的 前 提 下 ， 根 据 纸 张 大 小 和 构 图 的 合 理 性 ， 做 适 当 调 整 。 切 不 可

还 没 仔 细 观 察 实 际 摆 放 的 静 物 ， 就 拿 起 画 笔 绘 画 ， 这 样 容 易 造 成 构 图 的 不 舒 服 感 。

     色 彩 画 中 ，可 通 过 拉 开 色 彩 的 冷 暖 关 系 、

明 度 对 比 ， 增 强 画 面 远 近 、 虚 实 关 系 的 处 理

等 手 段 ， 来 体 现 强 烈 的 空 间 感 。

     每 组 静 物 中 的 物 体 都 是 处 于 同 一 空 间 、同

种 光 源 下 的 （ 即 使 当 时 有 很 多 散 乱 光 源 ， 一

组 静 物 体 中 的 每 个 物 体 都 同 时 被 照 射 到 了 ），

所 以 在 完 成 画 作 过 程 中 ， 就 要 注 意 每 个 物 体

之 间 的 空 间 关 系 以 及 离 光 源 的 远 近 所 产 生 相

应 的 色 彩 变 化 等 等 方 面 ， 用 心 描 绘 这 些 关 系

和 变 化 。

① 三 角 形 构 图 具 有 一 定 的 张 力 和 稳 定 性 ， 该 种 构 图 可 使 画 面 稳 定 、 主 体 突 出 。

② “ S ” “ Z ” 形 构 图 使 画 面 极 具 动 感 ， 该 构 图 在 竖 版 构 图 作 画 时 运 用 得 较 多 ， 其 特 点 是 具 有 流 动 性 。

③ 四 边 形 构 图 可 以 更 好 地 掌 握 好 近 大 远 小 的 原 理 ， 使 画 面 更 能 凸 显 出 空 间 关 系 ， 同 时 具 有 一 定 的 稳 定

性 ， 使 主 体 物 更 加 突 出 。

     当 两 个 物 体 发 生 遮 挡 时 ， 一 定 要 注 意 空 间 关 系 ， 把 两 物 体 的 底 线 位 置 交 代 清 楚 ， 这

是 很 容 易 出 错 的 地 方 ， 构 图 时 一 定 要 注 意 。 在 选 择 的 视 角 下 ， 如 果 有 的 物 体 被 安 排 遮 挡

的 只 露 出 一 小 部 分 ， 应 当 把 最 容 易 突 出 它 特 点 的 那 部 分 露 出 来 ， 这 样 有 利 于 画 面 的 表 现 。

     色 彩 画 中 ，可 通 过 拉 开 色 彩 的 冷 暖 关 系 、明 度 对 比 ，增 强 画 面 远 近 、虚 实 关 系 的 处 理 ，

来 呈 现 强 烈 的 空 间 感 。 拉 开 受 光 和 背 光 也 是 一 种 方 法 ， 但 这 种 方 法 是 不 够 的 ， 它 无 法 灵

活 地 拉 远 虚 实 、 饱 和 程 度 的 距 离 ， 最 终 影 响 整 体 层 次 缺 少 丰 富 的 强 弱 变 化 ， 显 得 单 一 。

色 彩 的 空 间 一 般 分 为 单 个 物 体 的 空 间 和 多 个 物 体 共 同 的 空 间 。 一 般 多 个 物 体 共 同 组 成 的

空 间 更 为 复 杂 ， 所 以 不 能 单 靠 受 光 和 背 光 的 区 分 就 行 的 。

     物 体 摆 放 要 高 低 错 落 有 致 ， 安 排 构 图 的 时 候 要 注 意 物 体 的 高 低 变 化 ， 一 般 靠 近 主 体

物 的 物 体 略 高 一 些 ， 太 高 的 物 体 不 能 安 排 在 前 面 ， 以 免 阻 挡 视 觉 中 心 。

     构 图 稳 定 要 做 到 画 面 的 均 衡 与 对 称 。 合 理 安 排 物 体 在 画 面 中 的 位 置 、 比 例 关 系 ， 切

记 不 要 平 均 分 配 画 面 ， 要 有 变 化 ， 在 画 面 中 寻 求 均 衡 与 美 感 。

     主 体 物 要 摆 放 在 视 觉 中 心 的 位 置 ， 视 觉 中 心 一 般 都 在 黄 金 分 割 线 上 ， 以 增 强 画 面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然 后 其 他 物 体 要 围 绕 主 体 物 来 摆 放 。

1 . 常 见 的 基 本 构 图 形 式 有 哪 些

1 . 如 何 通 过 物 体 的 位 置 关 系 来 体 现 画 面 的 空 间 感

2 . 如 何 通 过 色 彩 关 系 体 现 空 间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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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型 能 力 强 ， 尽 可 能 的 把 物 体 的 受 光 方 向 稍 主 观 地 刻 画 成 顶 光 ， 或 者 平 时 写 生 时 注

意 观 察 ， 有 能 力 凭 空 加 上 这 些 东 西 会 加 强 纵 深 感 。 但 是 ， 如 果 能 力 不 够 ， 那 就 在 画 面 上

踏 踏 实 实 地 刻 画 前 后 物 体 之 间 和 背 景 之 间 的 虚 实 关 系 ， 注 意 色 彩 的 冷 暖 关 系 ， 即 使 背 景

平 涂 都 会 产 生 纵 深 感 ， 当 然 也 就 不 需 要 去 编 一 个 空 间 背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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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调是什么

     色 调 指 的 是 一 幅 画 中 画 面 色 彩 的 总 体 倾 向 ， 是 大 的 色 彩 效 果 。 在 大 自 然 中 ， 我 们 经 常 见 到 这 样 一 种 现 象 ： 不 同 颜 色 的 物 体 或 被 笼 罩 在 一 片 金

色 的 阳 光 之 中 ， 或 被 笼 罩 在 一 片 轻 纱 薄 雾 似 的 、 淡 蓝 色 的 月 色 之 中 ， 或 被 秋 天 迷 人 的 金 黄 色 所 笼 罩 ， 或 被 统 一 在 冬 季 银 白 色 的 世 界 之 中 。 这 种 在

不 同 颜 色 的 物 体 上 ， 笼 罩 着 某 一 种 色 彩 ， 使 不 同 颜 色 的 物 体 都 带 有 同 一 色 彩 倾 向 ， 这 样 的 色 彩 现 象 就 是 色 调 。

     色 调 不 是 指 颜 色 的 性 质 ， 而 是 对 一 幅 绘 画 作 品 的 整 体 颜 色 的 概 括 评 价 。 色 调 是 指 一 幅 作 品 色 彩 外 观 的 基 本 倾 向 。 在 明 度 、 纯 度 、 色 相 这 三 个

要 素 中 ，某 种 因 素 起 主 导 作 用 ，我 们 就 称 之 为 某 种 色 调 。一 幅 绘 画 作 品 虽 然 用 了 多 种 颜 色 ，但 总 体 有 一 种 整 体 倾 向 ，偏 蓝 或 偏 红 ，偏 暖 或 偏 冷 等 等 ，

这 种 颜 色 上 的 倾 向 就 是 一 幅 画 作 的 色 调 。通 常 可 以 从 色 相 、明 度 、冷 暖 、纯 度 四 个 方 面 来 定 义 一 幅 作 品 的 色 调 。色 调 在 冷 暖 方 面 分 为 暖 色 调 与 冷 色 调：

红 色 、 橙 色 、 黄 色 为 暖 色 调 ， 象 征 着 太 阳 、 火 焰 ； 绿 色 、 蓝 色 、 紫 色 为 冷 色 调 ， 象 征 着 森 林 、 大 海 、 蓝 天 ； 灰 色 、 黑 色 、 白 色 为 中 间 色 调 。  冷 色

调 的 明 度 越 高 ， 其 整 体 感 觉 越 偏 暖 ； 暖 色 调 的 明 度 越 高 ， 其 整 体 感 觉 越 偏 冷 。 冷 暖 色 调 也 只 是 相 对 而 言 ， 譬 如 说 ， 红 色 系 当 中 ， 大 红 与 玫 红 在 一

起 的 时 候 ， 大 红 就 是 暖 色 ， 而 玫 红 就 被 看 作 是 冷 色 ， 又 如 ， 玫 红 与 紫 罗 蓝 同 时 出 现 时 ， 玫 红 就 是 暖 色 。

     怎 样 协 调 冷 暖 关 系 ， 以 至 更 好 地 表

现 画 面 的 冷 暖 关 系

     所 谓 画 面 的 冷 暖 关 系 就 是 指 由 于 色 彩 产 生 与

温 暖 、 热 烈 或 者 寒 冷 类 似 的 感 觉 差 别 ， 而 形 成 的 色

彩 对 比 。 协 调 这 样 的 冷 暖 对 比 关 系 ， 可 以 使 画 面 主

要 以 冷 色 调 或 暖 色 调 为 主 ， 拉 开 冷 暖 对 比 的 距 离 ，

来 更 好 地 表 现 画 面 的 冷 暖 关 系 。一 方 面 ，写 生 的 话 ，

由 于 画 面 调 整 的 能 力 不 够 ， 人 为 改 变 “ 冷 调 子 ” 或

“ 暖 调 子 ” ， 结 果 会 很 糟 糕 ； 另 一 方 面 ， 冷 暖 关 系

既 要 讲 统 一 ， 也 要 讲 对 比 。

     互 补 色 的 作 用 和 用 法

     补 色 又 称 为 互 补 色 ， 色 轮 上 两 种 原 色 调 和 而

成 的 中 间 色 与 对 面 另 一 种 原 色 互 称 为 补 色 。 如 红 色

与 绿 色 、 蓝 色 与 橙 色 、 黄 色 与 紫 色 。 人 的 眼 睛 为 了

获 得 视 觉 感 受 的 平 衡 ， 总 要 产 生 出 一 种 补 色 用 来 调

剂 。 在 室 内 的 静 物 色 彩 写 生 中 ， 如 果 暗 部 加 黑 、 加

重 的 做 法 被 补 色 应 用 所 代 替 ， 画 面 上 的 色 彩 效 果 就 不 至 于 显 得 呆 板 、 单 一 和 沉 闷 。 比 如 ： 画 红 颜 色 的 暖 部 时 可 以 加 一 些 绿 等 等 。 以 前 我 刚 学 画 的 时 候 ， 不 懂 补 色 的 用 法 ， 经 常 在 亮 部 不 停 地

加 白 ， 或 是 在 暗 部 加 黑 加 重 色 ， 以 为 这 样 就 是 表 现 明 与 暗 了 ， 结 果 整 个 画 面 大 大 缺 少 色 彩 ， 只 见 黑 与 白 了 。 学 会 运 用 补 色 的 话 ， 会 使 画 面 色 彩 丰 富 ， 而 且 能 增 加 自 己 对 色 彩 的 敏 感 度 。

     ① 画 面 中 的 红 颜 色 怎 样 处 理 就 不 跳 了 ？ 是 减 弱 固 有

色 吗 ？

     红 颜 色 不 宜 单 独 出 现 在 画 面 中 ， 一 定 要 在 环 境 中 寻

找 与 之 相 呼 应 的 色 彩 ， 并 把 自 身 的 红 色 色 相 往 整 体 色 调

上 靠 。

     有 一 些 比 较 特 殊 的 颜 色 ，如 紫 罗 兰 、玫 瑰 红 、青 莲 、

普 蓝 ， 由 于 颜 料 本 身 的 特 性 ， 使 它 们 具 有 很 强 的 染 色 性 ，

甚 至 画 在 下 面 时 也 会 泛 上 来 ， 很 难 覆 盖 ， 因 此 要 小 心 使

用 。

如 果 想 要 把 纯 色 调 画 得 更 亮 些 ， 只 要 在 画 面 中 调 整 好 色

彩 之 间 的 对 比 关 系 ， 也 许 并 不 需 要 真 的 去 提 高 一 个 很 纯

颜 色 的 明 度 或 增 加 一 个 较 亮 颜 色 的 纯 度 ， 因 为 色 彩 的 纯

度 和 明 度 在 画 面 中 都 是 相 对 的 。

    ②  亮 部 和 暗 部 之 间 的 过 渡 色 该 怎 样 处

理 ？

     在 物 体 的 亮 部 和 暗 部 之 间 ， 存 在 着 一 个

色 彩 微 妙 、 层 次 细 腻 的 灰 面 。 色 彩 以 固 有 色

为 主 ， 同 时 包 含 亮 部 和 暗 部 里 的 色 彩 成 分 ，

技 法 上 用 色 可 以 厚 一 些 ， 用 笔 明 确 ， 保 留 适

当 的 笔 触 ， 同 时 对 比 明 暗 部 的 色 彩 ， 做 好 色

彩 之 间 的 衔 接 。

     在 严 格 的 控 制 下 适 当 地 加 一 些 灰 。 因 灰

色 含 粉 较 多 ， 但 最 好 还 是 依 靠 色 彩 的 对 比 关

系 来 调 整 色 调 。

     ③ 怎 样 巧 妙 地 运 用 环 境 色 ？

     环 境 色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 物 体 之 间 与 周 围

环 境 是 不 可 能 孤 立 存 在 的 ， 它 们 相 互 影 响 ，

相 互 发 生 反 射 之 后 呈 现 的 色 彩 便 是 环 境 色 。

一 方 面 ，杂 乱 的 环 境 色 会 干 扰 物 体 的 固 有 色 ，

而 另 一 方 面 ， 使 得 物 体 呈 现 更 丰 富 多 彩 的 个

性 ，环 境 色 也 成 为 连 接 整 体 关 系 的 重 要 角 色 。

     同 时 环 境 色 又 是 非 常 丰 富 的 。 第 一 ， 它

会 受 到 光 源 的 影 响 ， 随 着 离 开 光 源 的 远 近 产

生 冷 暖 的 变 化 ； 第 二 是 环 境 色 的 作 用 是 体 现

空 间 关 系 。 根 据 空 间 的 深 浅 、 远 近 等 这 种 三

维 关 系 的 变 化 ， 颜 色 也 会 产 生 相 应 的 色 彩 对

比 、 虚 实 变 化 。 如 果 采 用 干 湿 结 合 的 画 法 的

话 ， 画 面 环 境 色 效 果 就 相 当 好 了 。

     环 境 色 对 物 体 的 暗 部 和 亮 部 反 映 是 不 同

的 。 亮 部 反 映 的 主 要 是 光 源 色 ， 暗 部 则 主 要

反 映 的 是 环 境 色 ， 光 源 越 强 ， 物 体 与 环 境 越 接 近 ， 物 体 表 面 越 光 滑 ， 环 境 色 越 明 显 ， 大 大 丰 富 了 暗 部 的 色 彩 。

     ④ 刻 画 背 景 需 要 注 意 哪 些 ？

     第 一 ， 在 画 前 面 物 体 时 ， 要 与 背 景 一 起 画 ， 这 样 始 终 都 在 相 互 比 较 、 相 互 衬 托 的 方 式 下 进 行 ， 每 当 一 个 步 骤 完 成 时 ， 均 呈 现 为 完

整 的 画 面 ， 这 是 我 自 己 的 方 法 ， 当 然 不 一 定

非 常 适 合 每 个 人 。第 二 ，防 止 画 面 画“ 花 ”。

过 度 在 物 体 上 强 调 环 境 色 ， 容 易 形 成 没 有 对

比 ， 没 有 中 心 的 局 面 。 第 三 ， 注 意 背 景 大 关

系 的 主 要 转 折 、 走 向 和 色 彩 冷 暖 关 系 ， 千 万

不 要 被 琐 碎 的 背 景 、 次 要 的 色 彩 干 扰 主 要 物

体 的 表 现 。 第 四 ， 可 用 各 种 对 比 手 法 ， 即 干

湿 对 比 、 浓 淡 对 比 、 厚 薄 对 比 等 多 种 灵 活 用

笔 的 方 法 刻 画 背 景 。

     遇 到 大 面 积 的 背 景 时 ， 不 要 担 心 画 面 显

单 调 。 趁 湿 的 时 候 画 背 景 ， 在 一 个 统 一 调 子

里 进 行 冷 暖 变 化 （ 颜 色 纯 度 必 须 得 降 低 ） ，

单 一 的 大 背 景 这 时 会 显 得 变 化 丰 富 ， 而 统 一

概 括 大 背 景 与 静 物 形 成 简 单 与 复 杂 的 对 比 关

系 ， 拉 开 了 主 次 。 也 可 以 在 背 景 中 画 入 环 境

中 的 物 体 ， 只 要 自 己 有 能 力 把 握 好 就 行 。

1 . 色 调 的 分 类 有 哪 些

2 . 表 现 色 调 时 常 见 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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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怎么塑造不同物体的质感

    色 彩 与 素 描 不 同 ， 水 粉 画 是 直 接 用 颜 色 来 进 行 形 体 塑 造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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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 何 使 物 体 塑 造 得 圆 起 来 、 厚 实 起 来 ？

     色 彩 中 的 物 体 体 积 塑 造 问 题 经 常 是 考 生 们 犯 愁 的 问

题 。 要 使 得 物 体 塑 造 得 圆 起 来 、 厚 实 起 来 ， 一 是 注 意 它 们

的 明 暗 关 系；二 是 仔 细 处 理 物 体 边 缘 线 与 周 围 事 物 的 关 系 ，

运 用 虚 实 、 冷 暖 、 前 后 的 对 比 使 物 体 不 再 平 面 似 的 贴 在 画

纸 上 ， 变 得 厚 实 起 来 。

     水 果 也 是 画 成 侧 顶 受 光 ， 受 光 面 的 颜 色 尽 可 能

的 大 些 ，中 间 色 以 及 暗 部 颜 色 的 面 积 尽 可 能 的 压 缩 ，

亮 部 色 一 定 做 到 跟 中 间 色 暗 部 环 境 色 在 纯 度 和 明 度

上 形 成 一 个 强 对 比 ， 色 块 上 围 绕 圆 弧 状 方 向 运 笔 ，

尽 可 能 的 干 脆 利 落 。

     不 锈 钢 器 皿 同 玻 璃 器 皿 有 相 似 之 处 ， 就 是 对 环

境 色 反 应 强 烈 、 高 光 点 强 ， 暗 部 反 光 也 强 烈 ， 吸 收

较 多 的 环 境 色 ，但 不 锈 钢 器 皿 不 透 明 。因 此 表 现 时 ，

暗 部 用 湿 画 法 ， 反 光 色 不 要 强 过 环 境 色 ， 逐 渐 由 干

湿 结 合 过 渡 到 亮 部 的 干 画 法 。 用 笔 准 确 、 干 脆 ， 高

光 亮 点 到 位 ， 在 细 节 部 分 和 转 折 点 把 握 形 的 严 谨 和

肯 定 ，达 到 充 分 表 现 不 锈 钢 器 皿 坚 硬 、光 滑 的 质 感 。

     花 卉 分 主 次 、前 后 ，选 定 一 到 两 个 为 视 觉 重 心 ，

亮 颜 色 的 花 的 底 部 一 定 要 用 重 颜 色 进 行 衬 托 ， 后 面

的 花 体 积 跟 形 状 不 能 丢 掉 ， 只 是 在 明 度 、 纯 度 对 比

上 变 弱 。 巧 妙 运 用 小 笔 在 主 要 的 花 上 深 入 刻 画 ， 做

到 点 线 面 对 比 丰 富 。

这 里 的 瓷 瓶 受 光 感
强 ， 受 环 境 色 影 响
大 ， 所 以 除 了 保 持
固 有 色 的 描 绘 外 ，
还 得 注 意 各 部 分 受
光 之 后 的 巨 大 变
化 ， 用 笔 干 净 利 落 ，
注 意 细 节 严 谨 刻
画 ， 体 现 结 构 和 光
滑 的 质 感 ， 尽 可 能
塑 造 的 时 候 运 用 侧
顶 光 ， 这 样 色 块 色
层 比 较 容 易 表 现 。

菜 花 是 靠
后 面 的 物
体 ， 注 意
既 要 有 一
定 的 体 积
塑 造 ， 还
不 能 喧 宾
夺 主 抢 过
主 体 物 的
风 头 。 灰

灰亮

暗

洋 葱 是 呈 现 紫 色 的 扁 球 体 ，表 面 较
为 光 滑 ，有 着 较 强 的 高 光 与 反 光 。

胡 萝 卜 呈 现 长 锥 体 ，表 面 质
感 凹 凸 不 平 ， 所 以 在 用 笔
时 ， 要 有 起 伏 变 化 。 同 时 因
为 胡 萝 卜 表 皮 粗 糙 ， 在 刻
画 的 时 候 最 好 使 用 干 画 法 。

白 菜 的 外 形 较 松 动 ，可 以 把 它 的 梗 部
理 解 为 圆 柱 体 来 处 理 。 而 绘 画 重 点
在 于 它 的 结 构 穿 插 复 杂 ， 刻 画 时 需
注 意 概 括 。 在 画 菜 叶 时 要 以 较 干 的
笔 触 带 出 少 许 茎 叶 ， 从 而 使 画 面 变
得 生 动 。同 时 ，叶 与 梗 部 固 有 色 不 同 ，
梗 部 明 度 较 高 ， 易 受 环 境 色 影 响 。

白 瓷 瓶 瓶 嘴 处 是 亮
面 亮 度 最 高 的 地 方

瓷 瓶 的 高 光 是 根 据
瓶 身 的 弧 度 呈 现 的

受
粉

衬
布

环

境
色

的
影

响

受 菜 花 环 境 色

的 影 响 形 成

受
绿

衬
布

环

境
色

的
影

响

质 感 对 比

虚
实

对
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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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巧的如何运用

     对 于 一 些 漂 亮 的 笔 触 ， 大 家 不 应 该 刻 意 去 追 求 和 模 仿 。 每 个 人 的 表 现 风 格 和 感 受 都 是 不

同 的 ， 如 果 那 些 笔 法 不 是 你 自 己 自 然 的 表 现 ， 一 味 拿 来 也 不 会 和 你 的 画 面 协 调 。 当 然 在 初 学

阶 段 我 们 可 借 鉴 一 些 比 较 成 熟 的 手 法 ， 帮 助 自 己 提 高 审 美 和 表 现 力 ， 但 最 终 还 是 要 找 到 属 于

你 自 己 的 表 达 方 式 。

     画 面 中 的 用 笔 一 般 是 有 区 别 的 。

     实 际 上 ， 完 全 统 一 的 笔 触 会 显 得 单 调 。 对 于 素 描 来 说 ， 用 炭 笔 表 现 不 同 的 肌 理 ， 线 面 结

合 ， 就 比 纯 粹 的 铅 笔 排 线 更 具 视 觉 表 现 力 。 在 画 色 彩 时 ， 也 可 以 根 据 画 面 的 安 排 和 物 体 的 质

感 ，适 当 调 整 笔 法 。例 如 ，要 画 比 较 概 括 的 背 景 时 ，可 以 用 大 笔 以 含 水 较 高 的 画 法 轻 松 铺 色；

而 画 坚 硬 、 透 明 的 玻 璃 时 可 以 用 干 净 、 利 落 的 笔 触 刻 画 高 光 和 反 光 。 画 面 的 统 一 ， 不 是 孤 立

地 看 待 某 些 部 分 之 间 有 没 有 联 系 ， 而 是 一 种 整 体 关 系 上 的 统 一 ， 只 要 把 画 面 中 的 各 种 关 系 处

理 正 确 ， 丰 富 的 笔 触 是 可 以 增 强 画 面 表 现 力 的 。 单 论 笔 触 ， 没 有 好 坏 之 分 ， 关 键 是 这 些 笔 触

能 否 被 使 用 得 贴 切 到 位 ， 画 一 幅 漂 亮 帅 气 的 画 面 ， 可 以 用 漂 亮 帅 气 的 笔 触 ， 而 画 柔 和 内 敛 的

画 面 ， 就 适 合 使 用 含 蓄 的 笔 触 ， 做 到 “ 言 辞 达 意 ” 。

    菊 花 一 定 要 有 体 积 了 再 去 提 亮 ， 花 瓣 要 生 动 ， 观 察 好

了 花 瓣 的 生 长 方 向 后 再 去 下 笔 ， 做 到 意 在 笔 先 ！

     玉 米 采 用 “ 点 ” 画 法 。 可 先 大 块 塑 造 ， 然 后 再 根 据 玉

米 的 质 感 纹 理 的 方 向 采 用 点 画 法 进 行 塑 造 。 最 亮 的 颜 色 尽

可 能 的 做 到 亮 纯 ， 重 颜 色 要 大 胆 地 重 下 去 。

     勾 、 挑 、 扫 、 拖 ， 可 以 适 当 尝 试 运 用 小 号 勾 线 笔 对 花

纹 进 行 认 真 深 入 的 描 绘 ， 切 记 勾 线 笔 不 要 滥 用 ， 在 精 彩 和

形 体 转 折 比 较 小 的 地 方 点 到 即 可 。

玫 瑰 花 花 瓣 是 旋 转
用 笔 ， 经 常 是 一 笔
蘸 两 种 颜 色 ， 刻 画
不 同 的 体 面 ， 这 种
笔 法 常 常 用 于 表 现
细 小 的 曲 面 。

这 些 干 枝 用
的 是 “ 勾 ”
画 法 ， 而 枝
上 的 小 叶 子
可 用 “ 点 ”
的 技 法 画
出 ， 做 到 点
线 结 合 。

衬 布 大 面 积 是 用 笔 “ 刷 ” 出 来 的 ， 而
画 面 中 前 方 的 衬 布 采 用“ 扫 ”的 方 法 ，
因 为 布 褶 不 宜 过 多 ， 主 要 对 决 定 衬
布 走 向 的 褶 皱 进 行 处 理 就 可 以 。

背 景 一 般 都
采 用 “ 刷 ”
与 “ 染 ” 的
手 法 处 理 ，
表 现 背 景 的
虚 化 ， 同 时
缓 和 与 衬 布
的 对 比 。

高 光 以 及 陶 瓷 玻
璃 器 皿 的 勾 边 ，
通 常 采 用 “ 勾 ”
的 技 巧 来 完 成 。

用 “ 挑 ” 的 笔 法 处 理 这
个 花 瓣 ， 可 以 使 画 面 显
得 更 加 生 动 自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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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临 摹 的 步 骤 与 范 画
THE SECOND CHAPTER   The Copying Steps and Model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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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个 讨 厌 临 摹 的 高 三 学 生 ， 比 起 按 部 就 班 的 摆 笔 触 ， 我 更 愿 意 画 自 己 的 画 ， 但 就 目 前 而 言 ， 似 乎 行 不 通 ， 它 首 先 就 过 不 了 美 术 联 考 ， 究 竟 应 该 选 择 哪 一 边 — — 考 试 的 模

式 或 自 己 的 个 性 ？

     艺 术 类 专 业 考 试 的 形 式 确 实 有 它 的 弊 端 。 用 一 些 基 本 统 一 的 标 准 去 评 判 本 应 具 有 丰 富 多 样 性 的 作 品 ， 的 确 会 影 响 不 少 独 具 创 造 力 的 个 性 发 挥 。 但 即 使 在 这 种 无 法 回 避 的 情

况 下 ， 大 家 也 不 必 压 抑 自 己 的 个 性 ， 来 顺 应 一 些 所 谓 的 考 试 模 式 。 临 摹 只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掌 握 色 彩 关 系 ， 提 高 造 型 能 力 ， 学 习 一 些 比 较 成 熟 的 技 法 ， 择 其 优 点 为 我 所 用 ， 并 不 需

要 把 你 的 画 都 画 成“ 那 样 ”。对 于“ 你 自 己 的 画 ”不 必 丢 弃 。一 些 基 本 的 审 美 标 准 和 色 彩 修 养 在 各 种 表 达 方 式 中 都 是 共 通 的 。而 对 于 应 试 ，你 只 要 了 解 考 试 所 要 考 查 的 各 项 能 力 ，

然 后 在 这 些 方 面 尽 量 充 分 地 展 现 ， 便 可 技 压 群 芳 ， 脱 颖 而 出 。

步 骤 一 ： 构 图 、 起 稿

     “ 意 在 笔 先 ” 。 构 图 前 要 先 观 察 分 析 对 象 ， 如 何 处 理 这 组 静 物 ， 如 何 将 静 物 组

合 在 画 面 上 ， 都 得 心 中 有 数 ， 不 可 盲 目 乱 涂 一 气 。 将 物 体 的 基 本 形 勾 画 出 来 ， 并 且

万 变 不 离 其 宗 ，初 步 定 下 各 部 分 的 轮 廓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要 注 意 物 体 间 的 大 小 比 例 、

位 置 关 系 、 动 势 联 系 各 个 方 面 的 比 较 ， 还 要 对 那 些 因 为 角 度 条 件 造 成 的 ， 对 画 面 起

破 坏 作 用 的 物 品 、 色 块 作 出 必 要 的 调 整 ， 适 当 地 作 出 强 调 或 削 弱 的 处 理 。 稿 子 勾 好

之 后 ， 适 当 放 远 观 看 大 关 系 ， 进 行 检 查 。 针 对 不 合 适 的 地 方 ， 适 当 修 改 。

步 骤 二 ： 铺 大 色 调

     铺 色 的 过 程 是 把 握 对 象 色 调 的 过 程 ， 铺 色 一 定 要 大 胆 ， 别 过 分 小 心 ， 要 凭 大 的

感 觉 去 画 ， 舍 掉 小 的 东 西 ， 要 画 大 关 系 、 大 的 区 域 、 大 的 色 调 、 大 的 体 积 。 铺 色 时

要 有 激 情 ， 但 不 可 慌 了 手 脚 ， 乱 画 一 气 ， 没 有 次 序 。

步 骤 三 ： 深 入 刻 画

     大 的 色 调 铺 完 了 以 后 ，就 要 进 行 深 入 刻 画 。刻 画 物 体 ，要 从 最 主 要 的 地 方 开 始 ，

也 可 以 从 感 觉 最 鲜 艳 的 地 方 开 始 。 随 着 画 面 的 深 入 ， 要 非 常 注 意 用 笔 技 巧 ， 要 依 据

具 体 的 结 构 特 征 来 选 择 运 用 适 当 的 笔 法 。 调 色 时 多 以 干 画 法 为 主 ， 但 要 同 时 注 意 干

湿 、 厚 薄 的 变 化 ， 控 制 好 深 入 的 节 奏 ， 将 铺 大 色 块 时 正 确 的 地 方 保 留 下 来 。

步 骤 四 ： 调 整 画 面

     调 整 画 面 是 为 了 使 画 面 更 加 整 体 ， 凡 是 影 响 到 整 体 关 系 及 色 调 的 颜 色 都 应 调 整 。 调 整 画 面 时 不 可 做 过 多 的 改 动 。

一、以花卉为主题临摹的步骤

立面 亮面

亮面

高光

灰面

灰面

环
境

色
暗面

立面

平面

生 动 的 感 觉 ， 首 先 是 在 心 中 产 生 。 要 知 道
你 画 画 时 始 终 要 画 的 是 你 的 感 受 ， 而 不
是 什 么 样 的 造 型 ， 什 么 样 的 色 彩 ， 这 些
只 是 你 表 达 的 途 径 （ 应 试 时 则 是 考 查 能
力 的 标 准 ） 。 也 许 只 有 在 你 内 心 产 生 对
对 象 的 兴 趣 后 才 能 表 现 出 真 正 生 动 的 画
面 （ 努 力 发 掘 对 象 的 趣 味 ） 。 在 技 法 上
只 要 避 免 使 用 过 于 僵 硬 、 呆 板 的 色 彩 和
笔 触 ， 寻 求 一 些 变 化 ， 选 择 灵 活 的 表 现
手 法 ，就 不 会 削 弱 你 要 表 现 的 生 动 感 受 。

画 面 上 出 现 过 多 过 纯 的 缺 少 调 和 的 色 彩 ，
或 是 使 用 很 多 与 周 围 环 境 不 够 协 调 的 色
彩 都 会 使 画 面 显 得 生 硬 。 要 想 避 免 这 一
问 题 ，可 以 在 用 色 上 多 选 择 一 些 中 间 色 ，
在 保 证 色 彩 倾 向 的 基 础 上 降 低 纯 度 ， 重
视 色 彩 之 间 的 联 系 和 对 比 ， 使 用 一 些 用
于 过 渡 的 颜 色 。

在 深 入 过 程 中 ， 让 视 线 不 时 地 回 到 整 体
上 检 查 ， 让 各 个 部 分 的 色 彩 都 协 调 于 主
色 调 中 ， 及 时 调 整 不 和 谐 因 素 。

由 于 水 粉 颜 色 的 干 湿 变 化 无 法 避 免 ， 那
么 我 们 就 在 了 解 变 化 规 律 的 基 础 上 ， 从
技 法 中 寻 求 帮 助 。 首 先 在 开 始 时 ， 尽 量
快 速 地 铺 颜 色 ， 这 样 可 以 在 颜 色 未 干 时
较 准 确 地 把 握 住 整 体 上 的 色 彩 关 系 。 之
后 的 进 程 中 ， 你 所 处 理 的 部 分 ， 一 般 会
是 一 种 半 湿 半 干 的 状 态 ， 这 一 状 态 最 适
合 进 行 深 入 ， 色 彩 关 系 不 会 发 生 变 化 ，
颜 色 也 容 易 衔 接 ， 所 以 可 以 把 握 这 个 机
会 ， 处 理 一 些 关 键 的 色 彩 关 系 。

最 亮 、 最 纯 、
需 要 仔 细 刻 画

纯 一 点 、亮 一
点 、 实 一 点

灰 一 点 ，暗 一
点 ， 虚 一 点



06 07



08 09

有 情 感 在 画 里 面 。 自 己 首 先 要 激 动 ， 你 的 作 品 才 能 使 别 人 看 了 激 动 ， 铺 色 时 要 有 一 种 设 计 意 识 ， 使 主 体 更 加 突 出 。

步 骤 三 ： 深 入 刻 画 铺 色

     深 入 刻 画 时 要 “ 收 ” “ 放 ” 自 如 。 深 入 刻 画 时 要 加 入 理 解 去 画 ， 要 进 行 体 面 分 析 ， 受 背 光 的 分 析 ， 要 画 出 不 同 转 折 面 的 不 同 色

彩 倾 向 。 “ 画 整 为 零 ” 是 指 同 一 个 画 面 当 中 要 找 出 色 彩 变 化 （ 色 相 、 明 度 、 纯 度 、 冷 暖 ） ； “ 聚 散 为 整 ” 是 指 细 碎 的 东 西 要 整 体

地 画 ， 要 画 得 概 括 。 刻 画 物 体 时 ， 要 比 静 物 画 得 亮 ， 不 可 比 静 物 画 得 重 ， 要 画 得 响 亮 ， 要 强 调 对 比 ， 才 能 在 众 多 试 卷 中 跳 出 来 。

步 骤 四 ： 调 整 画 面

     多 看 、多 想 、少 动 。调 整 时 更 应 注 意 整 体 观 察 ，要 反 复 地 比 较 ，反 复 地 对 比 ，看 大 的 空 间 关 系 、色 彩 关 系 、大 的 体 感 ，一 切 为 整 体 服 务 。

步 骤 一 ： 构 图 、 起 稿  

    构 图 形 式 讲 究 变 化 统 一 ， 忌 “ 平 ” “ 齐 ” “ 满 ” “ 空 ” “ 偏 ” 。 如 ： 底 线 平 直 、

一 字 排 列 、 没 有 前 后 、 规 矩 摆 放 ； 物 体 轮 廓 扩 张 ， 画 面 体 现 不 完 整 ， 强 烈 拥 挤 ； 纸

面 空 余 量 过 大 ，物 体 间 缺 乏 联 系 ，没 有 穿 插 关 系 ； 纸 面 安 排 的 物 体 偏 向 一 边 或 一 角 ，

产 生 倾 斜 。 要 有 意 识 地 把 主 体 安 排 在 画 面 中 心 稍 偏 一 些 的 位 置 上 ， 然 后 利 用 其 他 物

体 聚 散 疏 密 ， 穿 插 组 织 ， 达 到 构 图 的 均 衡 、 生 动 。 提 醒 一 点 ： 除 考 虑 物 体 的 大 小 、

主 次 在 构 图 中 起 到 的 定 位 、 支 撑 、 点 缀 、 补 充 、 调 节 等 作 用 外 ， 还 要 考 虑 物 体 的 色

彩 因 素 。 一 些 纯 度 较 高 的 色 块 ， 虽 然 面 积 很 小 ， 但 给 人 很 强 的 视 觉 刺 激 ， 在 画 面 构

图 中 起 到 很 重 要 的 作 用 ， 甚 至 是 举 足 轻 重 。 因 此 ， 构 图 的 本 身 是 对 画 面 效 果 的 合 理

规 划 过 程 ， 而 不 是 简 单 的 罗 列 和 物 品 的 堆 积 。

步 骤 二 ： 铺 大 色 调

    铺 大 色 调 时 ， 铺 色 要 快 、 用 色 要 多 要 浓 ， 根 据 大 体 积 的 方 向 用 笔 、 根 据 侧 上 方 来

光 以 中 间 色 或 固 有 色 为 主 ， 用 笔 要 灵 活 不 可 太 拘 谨 。 用 笔 方 向 和 素 描 中 的 用 笔 方 向

差 不 多 ，要 顺 物 体 的 体 面 去 铺 。物 体 的 高 光 部 位 可 以 先 空 着 不 画 ，以 保 证 素 描 关 系 ，

铺 色 时 可 以 盖 住 部 分 形 。 铺 色 要 分 区 域 去 画 ， 同 时 要 注 意 同 一 区 域 中 的 色 彩 变 化 ，

要 成 片 地 铺 。 “ 猛 抬 头 ” ， 更 易 看 准 色 彩 。 不 要 死 盯 着 静 物 ， 这 样 容 易 看 麻 木 ， 捕

捉 不 到 新 鲜 感 。这 一 阶 段 需 要 整 体 观 察 ，观 察 方 法 可 以 是“ 整 体 把 握 ，左 顾 右 盼 ”。

画 画 不 可 太 理 性 ， 不 能 完 全 只 靠 理 论 推 导 着 画 ， 彩 画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还 得 靠 感 觉 ， 要

二、以玩具为主题临摹的步骤

画 面 后 方 的 背 景 ， 最 好 把 它 处 理 得 虚
些 ， 画 面 需 要 虚 实 的 对 比 表 现 ， 才 会
有 视 觉 的 节 奏 感 ， 否 则 太 实 在 会 显 得
画 面 满 而 透 不 过 气 来 ， 效 果 并 不 好 。
虚 实 关 系 的 强 弱 并 不 只 是 指 物 体 结 构 、
轮 廓 的 清 楚 程 度 ， 而 是 结 构 的 明 暗 对
比 。 其 实 最 重 要 的 是 改 进 空 间 关 系 。

主 体 物 是 画 面 的 主 角 ， 而 离 画 者
近 的 也 许 是 块 衬 布 ，或 是 颗 小 樱 桃
之 类 的 物 体 ，如 果 仔 细 刻 画 这 次 要
物 体 的 话 ，就 会 干 扰 观 众 对 主 体 的
关 注 ， 画 面 就 会 主 题 不 明 确 。 当
然 也 可 以 把 你 认 为 的 主 体 物 作 为
背 景 ，突 破 传 统 观 看 方 式 和 顺 序 。

立面

立面

虚
实

对
比 虚

实
对

比

虚
实

对
比

虚

虚

虚
实

实实

虚

虚

实

冷暖对比
冷暖对比

可 以 根 据 你 的 画 面 需 要 来 决 定 ， 既 可 以
灵 活 概 括 地 表 现 ， 也 可 以 准 确 精 细 地 再
现 。 只 是 要 注 意 它 毕 竟 是 块 衬 布 ， 不 能
抢 了 主 体 物 的 “ 风 头 ” 。 在 描 绘 时 要 与
布 褶 起 伏 结 构 相 结 合 ， 注 意 拉 开 主 次 虚
实 关 系 对 比 。

画 面 中 所 说 的 色 彩 冷 暖 也 是 相 对 而 言 的 。
一 块 较 暖 的 颜 色 画 在 另 一 块 更 暖 的 颜 色
中 间 ， 它 可 能 就 是 偏 冷 的 了 。 物 体 明 暗
面 上 的 冷 暖 变 化 也 常 是 同 一 色 系 在 冷 暖
倾 向 上 的 变 化 （ 如 柠 檬 黄 与 中 黄 ） 。

冷
冷 暖

暖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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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范画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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