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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图

1．为什么要构图？

构图是一种设计和绘画思路，静物本身只是一种组合，照搬

下来必然失败。况且现在色彩考试大多以默写形式出现，所以

解决构图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了。一个画面，构图的好坏直接能

影响其质量。它是一个知识量的体现，更是一种绘画修养。

2．构图的框架及要点

构造一个比较明确的框架，比如“△”、“S”、“C”、

“◇”等，其要点就是：必须注意物体空间层次关系，前、

中、后关系拉开；物体大、中、小关系富有变化；物体之间疏

密有致，讲究聚散关系；衬布外形的变化，衬布的走向及面积

的划分，静物之间的搭配都是很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都应该引起同学们重视。通过相互调整让画面达到一个比较均

衡的效果，但均衡不是平均和对称，否则容易造成呆板。构图

太小、太大、太偏都不行，一定要有一个着力点撑起画面重

心，主体物的大小和位置都能在构图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构

图是变化丰富的，需要大量积累，灵活运用，只了解理论是不

行的。

二、色调与调色如何理解？

色调：一幅色彩作品，其画面的色彩搭配总是有着内在的相

互联系和一个完整统一的色彩关系，并形成了画面的某种色彩

总倾向，称之为色调。

1．色调的分类

①从明度上分可以是亮色调、重色调等

②从纯度上分可以是灰色调、浅灰色调、深暗色调等

③从色相上分可以是红色调、蓝色调、绿色调等

④从色性上分可以是冷色调、暖色调、中性色调等

在作画时，结合以上两个或者更多的因素来控制颜色，

以求得到一个有特点、有氛围的画面，这是画面色调最基本

的前提。

2．色彩的三属性

①明度

明度是指色彩的明亮程度。对光源色来说，它可以称光

度；对物体色来说，除了称明度之外，它还可称亮度、深浅

程度等。各种有色物体由于它们的反射光量的区别而产生颜

色的明暗、强弱。

色彩的明度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色相的明暗变化，同一颜

色加黑或白以后产生不同的明暗层次；二是各种不同颜色的明

暗变化，每一纯色都有与其相应的明度，例如黄色明度最高，

蓝紫色明度最低，红绿色为中间明度。

②色相

色相是指色彩所呈现出来的面貌，确切地说是依波长来划

分色光的相貌。在可见光谱上，人的视觉能感受不同特征的色

彩，如红、橙、黄、绿、青、蓝、紫等。

③纯度

纯度是指色彩的纯净度，也称艳度、彩度、鲜度或饱和度。

它是表示颜色中所含某一色彩的成分比例。不同基本颜色除了

有各自的最高纯度外，它们之间也有纯度高低之分。红色纯度

最高，而绿色纯度相对低些，其他颜色居中。黑白灰属于无彩

色系，即没有纯度。任何一种单纯的颜色，倘若加入无彩色系

任何一色的混合，即可降低它的纯度。如红色，当加入白色时

就变成了粉红色，当加入黑色时就变成了深红色。

3．调色的方法

这是一个需要大量实际操作经验的过程，不同的知识储备

量，不同的色彩认识都会形成不同的调色方式。其实调色说白

了就是调整色彩关系。一幅色彩画面的关系有很多方面，比如

明度对比关系，纯度对比关系，冷暖对比关系等。在画面色调

中，和谐统一是精髓，那么画面当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色彩都

得通过人为的控制进行相互呼应，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知道：越靠近无彩色，则纯度越低，色越浊，越灰；越靠

近色相环的色彩，则纯度越高，色彩越鲜艳。那么一种纯色和

一种灰色会调成什么颜色？一种冷色和一种暖色会调成什么感

觉的颜色？一种量较多的深色和一种量较少的浅色会调成什么

颜色？等等。答案是不停的尝试，但前提是你需要什么颜色。

三、用笔与造型有何讲究？

笔法的运用能反映一个画者的修养，所以在作画当中显得

尤为讲究。通过不停的练习，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固定的用笔

模式，但并不一定都好。不同质感的物体在用笔上不一样，如

粗糙的陶罐和水果；不同空间的物体在用笔上不一样，如画面

前面的物体和画面背景；不同结构位置的用笔不一样，如物体

的转折和边缘等等。笔触的丰富变化能体现不同的效果，如笔

触的大小变化、方向变化、锋利与圆浑的变化，还有点、拖、

拉、蹭、揉、扫、润等等技巧。比如表现衬布和背景可以用笔

概括一点，大一点，湿一点，做到一气呵成。如在表现体积变

化的时候，用笔可以有力、肯定一点；在表现花卉的时候，可

以用到点的方法等等。总而言之，不同物体的用笔要有不同，

但切忌为了表面上的变化而胡乱地用笔，一定要有一套规律，

否则就适得其反了。在形体上要形色结合，在空间上虚实、强

弱得当，在不同笔触中有节奏的美感。

四、色彩画面中素描关系的控制

为什么现在又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在画色彩的过程中，很多学生解决了很多色彩关系之

后，或者说是陶醉在色彩关系中，却往往容易忽视一些很基础

的因素，特别是素描关系。一定要记住，其实画色彩就是用不

同性质的颜色表现物体的形体变化和画面关系，没有形体的东

西我们怎么能去表现呢？既然画出来了就一定要有形体变化，

只是在色彩当中的形体变化强烈程度需要作者去拿捏而已。整

体画面的黑白灰更重要。试想一下，一幅色彩画面中所有的颜

色都是一样的亮或暗，这样的画面有对比关系吗？所以，在上

色之前，必须把画面的黑白灰设计好。比如多大面积的黑配多

大面积的亮色会显得好看，明亮的画面当中黑色占多少才会让

画面显得精神，灰色占多少会看起来舒服。为了追求用色的快

感而忽视形体表现和画面黑白灰关系是不可取的。

总而言之，没有黑白灰关系的色彩不是色彩，没有色彩关系

的色彩更不是色彩。

问：如何练习构图呢？怎么样让构图漂亮？

答：在平时的作画之前，我们心里一定要有法则，运用规

律灵活处理情况，位置不好的时候要调整画面。我们可以在

课余多积累一些经典构图框架，特别是在考试当中，套用一

些经典案例，这样可以事半功倍。构图阶段，用笔要轻松，

不能太紧张，要给自己留一些调整空间以便改动；尽量简洁

一点，否则自己都看不清楚画面了。好的构图应该给人稳定

感且具有一定的节奏性，但要符合人的视觉规律。比如说画

面重心应该在中线以上，物体聚散关系明确一点，就像是画

速写，有大疏大密。

问：塑造形体太多会对色彩关系产生影响吗？

答：其实这是画色彩的一个矛盾。初学者过于强调单个物

体的体积感，所以拼命塑造，以至于画面最后容易丧失色彩关

系。也有学生强调色彩的畅快忽略了形体，物体最后都是飘

的，没分量感。其实这都是两种极端，都是不好的。最好的方

法是：根据画面的空间来把握这个塑造的节奏，远处的物体在

画面当中肯定是虚的，在表现它的时候一定简洁，画面的视觉

中心地带肯定要仔细塑造，而且是用颜色来塑造，不能认为塑

造就是不停地摆笔触感。形体好不好，它是一种关系，不是用

笔触的数量决定的。只要它有基本的暗灰亮，有冷暖的对比和

纯度的变化等各种色彩关系，能融入到画面氛围中，符合空间

关系，那么它就是好的形体塑造。不论它是简洁的，概括的，

细腻的，变化丰富的还是有力的。

问：画面的色调不统一怎么办？

答：出现这个问题无非就是对画面色调没有一个概念，画的

时候过于单个考虑，使颜色孤立，或者是花哨。色调的中心是

要颜色关系和谐，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多练习小色稿，用8开或者

16开操作。画面变得越小你就越不会考虑局部了。要把眼睛放

在整体颜色控制上了，用尽量短的时间完成，抓住自己的第一

感受，因为第一感是最准确的。逼迫自己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

颜色关系，慢慢地，你的画面就有色调感的。否则，画一万张

画都是浪费时间。

问：考试怎么样拿高分？

答：面对考试的时候应该有个良好的心态。考试前一定得整

体把握所考学校的风格取向，比如它是重视色调，重视构图的

形式美感，或者是重视造型等等。另外就是要明白考试毕竟是

考试，不是搞艺术创作，考试所考查的也就是平时我们积累的

知识点。所以考试的时候，考生要表达明确的知识点。换句话

说，你的考试要有自己的特点，但不是肤浅的。在表达了你的

知识点之后，你要把知识点加以发挥，这就是画面的质量方面

了。这点是取胜之道。考试过程中不能出现明显的错误，质量

不高可以不被“枪毙”，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就一定会“死得很

惨”。总而言之，考试就是一张画，做好充分的准备，勇于表

达自己，胆大心细，稳中求胜，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A．画面整体色调组织、处理和协调能力。

B．对色彩冷暖关系的理解及表现能力。

C．有一定的用色造物的塑造能力。

D．对画面整体构图、黑白灰及空间层次、主次、强弱、虚

实的把握处理能力，以及这两方面要素有机统一所表达出的整

体画面的色彩感觉和表现力。

关于色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肖劲水粉静物2 3

一、构图

1．为什么要构图？

构图是一种设计和绘画思路，静物本身只是一种组合，照搬

下来必然失败。况且现在色彩考试大多以默写形式出现，所以

解决构图问题就显得很重要了。一个画面，构图的好坏直接能

影响其质量。它是一个知识量的体现，更是一种绘画修养。

2．构图的框架及要点

构造一个比较明确的框架，比如“△”、“S”、“C”、

“◇”等，其要点就是：必须注意物体空间层次关系，前、

中、后关系拉开；物体大、中、小关系富有变化；物体之间疏

密有致，讲究聚散关系；衬布外形的变化，衬布的走向及面积

的划分，静物之间的搭配都是很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都应该引起同学们重视。通过相互调整让画面达到一个比较均

衡的效果，但均衡不是平均和对称，否则容易造成呆板。构图

太小、太大、太偏都不行，一定要有一个着力点撑起画面重

心，主体物的大小和位置都能在构图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构

图是变化丰富的，需要大量积累，灵活运用，只了解理论是不

行的。

二、色调与调色如何理解？

色调：一幅色彩作品，其画面的色彩搭配总是有着内在的相

互联系和一个完整统一的色彩关系，并形成了画面的某种色彩

总倾向，称之为色调。

1．色调的分类

①从明度上分可以是亮色调、重色调等

②从纯度上分可以是灰色调、浅灰色调、深暗色调等

③从色相上分可以是红色调、蓝色调、绿色调等

④从色性上分可以是冷色调、暖色调、中性色调等

在作画时，结合以上两个或者更多的因素来控制颜色，

以求得到一个有特点、有氛围的画面，这是画面色调最基本

的前提。

2．色彩的三属性

①明度

明度是指色彩的明亮程度。对光源色来说，它可以称光

度；对物体色来说，除了称明度之外，它还可称亮度、深浅

程度等。各种有色物体由于它们的反射光量的区别而产生颜

色的明暗、强弱。

色彩的明度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色相的明暗变化，同一颜

色加黑或白以后产生不同的明暗层次；二是各种不同颜色的明

暗变化，每一纯色都有与其相应的明度，例如黄色明度最高，

蓝紫色明度最低，红绿色为中间明度。

②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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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纯度

纯度是指色彩的纯净度，也称艳度、彩度、鲜度或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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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对比关系，纯度对比关系，冷暖对比关系等。在画面色调

中，和谐统一是精髓，那么画面当中的各种不同性质的色彩都

得通过人为的控制进行相互呼应，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知道：越靠近无彩色，则纯度越低，色越浊，越灰；越靠

近色相环的色彩，则纯度越高，色彩越鲜艳。那么一种纯色和

一种灰色会调成什么颜色？一种冷色和一种暖色会调成什么感

觉的颜色？一种量较多的深色和一种量较少的浅色会调成什么

颜色？等等。答案是不停的尝试，但前提是你需要什么颜色。

三、用笔与造型有何讲究？

笔法的运用能反映一个画者的修养，所以在作画当中显得

尤为讲究。通过不停的练习，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固定的用笔

模式，但并不一定都好。不同质感的物体在用笔上不一样，如

粗糙的陶罐和水果；不同空间的物体在用笔上不一样，如画面

前面的物体和画面背景；不同结构位置的用笔不一样，如物体

的转折和边缘等等。笔触的丰富变化能体现不同的效果，如笔

触的大小变化、方向变化、锋利与圆浑的变化，还有点、拖、

拉、蹭、揉、扫、润等等技巧。比如表现衬布和背景可以用笔

概括一点，大一点，湿一点，做到一气呵成。如在表现体积变

化的时候，用笔可以有力、肯定一点；在表现花卉的时候，可

以用到点的方法等等。总而言之，不同物体的用笔要有不同，

但切忌为了表面上的变化而胡乱地用笔，一定要有一套规律，

否则就适得其反了。在形体上要形色结合，在空间上虚实、强

弱得当，在不同笔触中有节奏的美感。

四、色彩画面中素描关系的控制

为什么现在又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在画色彩的过程中，很多学生解决了很多色彩关系之

后，或者说是陶醉在色彩关系中，却往往容易忽视一些很基础

的因素，特别是素描关系。一定要记住，其实画色彩就是用不

同性质的颜色表现物体的形体变化和画面关系，没有形体的东

西我们怎么能去表现呢？既然画出来了就一定要有形体变化，

只是在色彩当中的形体变化强烈程度需要作者去拿捏而已。整

体画面的黑白灰更重要。试想一下，一幅色彩画面中所有的颜

色都是一样的亮或暗，这样的画面有对比关系吗？所以，在上

色之前，必须把画面的黑白灰设计好。比如多大面积的黑配多

大面积的亮色会显得好看，明亮的画面当中黑色占多少才会让

画面显得精神，灰色占多少会看起来舒服。为了追求用色的快

感而忽视形体表现和画面黑白灰关系是不可取的。

总而言之，没有黑白灰关系的色彩不是色彩，没有色彩关系

的色彩更不是色彩。

问：如何练习构图呢？怎么样让构图漂亮？

答：在平时的作画之前，我们心里一定要有法则，运用规

律灵活处理情况，位置不好的时候要调整画面。我们可以在

课余多积累一些经典构图框架，特别是在考试当中，套用一

些经典案例，这样可以事半功倍。构图阶段，用笔要轻松，

不能太紧张，要给自己留一些调整空间以便改动；尽量简洁

一点，否则自己都看不清楚画面了。好的构图应该给人稳定

感且具有一定的节奏性，但要符合人的视觉规律。比如说画

面重心应该在中线以上，物体聚散关系明确一点，就像是画

速写，有大疏大密。

问：塑造形体太多会对色彩关系产生影响吗？

答：其实这是画色彩的一个矛盾。初学者过于强调单个物

体的体积感，所以拼命塑造，以至于画面最后容易丧失色彩关

系。也有学生强调色彩的畅快忽略了形体，物体最后都是飘

的，没分量感。其实这都是两种极端，都是不好的。最好的方

法是：根据画面的空间来把握这个塑造的节奏，远处的物体在

画面当中肯定是虚的，在表现它的时候一定简洁，画面的视觉

中心地带肯定要仔细塑造，而且是用颜色来塑造，不能认为塑

造就是不停地摆笔触感。形体好不好，它是一种关系，不是用

笔触的数量决定的。只要它有基本的暗灰亮，有冷暖的对比和

纯度的变化等各种色彩关系，能融入到画面氛围中，符合空间

关系，那么它就是好的形体塑造。不论它是简洁的，概括的，

细腻的，变化丰富的还是有力的。

问：画面的色调不统一怎么办？

答：出现这个问题无非就是对画面色调没有一个概念，画的

时候过于单个考虑，使颜色孤立，或者是花哨。色调的中心是

要颜色关系和谐，所以这个时候建议多练习小色稿，用8开或者

16开操作。画面变得越小你就越不会考虑局部了。要把眼睛放

在整体颜色控制上了，用尽量短的时间完成，抓住自己的第一

感受，因为第一感是最准确的。逼迫自己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

颜色关系，慢慢地，你的画面就有色调感的。否则，画一万张

画都是浪费时间。

问：考试怎么样拿高分？

答：面对考试的时候应该有个良好的心态。考试前一定得整

体把握所考学校的风格取向，比如它是重视色调，重视构图的

形式美感，或者是重视造型等等。另外就是要明白考试毕竟是

考试，不是搞艺术创作，考试所考查的也就是平时我们积累的

知识点。所以考试的时候，考生要表达明确的知识点。换句话

说，你的考试要有自己的特点，但不是肤浅的。在表达了你的

知识点之后，你要把知识点加以发挥，这就是画面的质量方面

了。这点是取胜之道。考试过程中不能出现明显的错误，质量

不高可以不被“枪毙”，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就一定会“死得很

惨”。总而言之，考试就是一张画，做好充分的准备，勇于表

达自己，胆大心细，稳中求胜，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A．画面整体色调组织、处理和协调能力。

B．对色彩冷暖关系的理解及表现能力。

C．有一定的用色造物的塑造能力。

D．对画面整体构图、黑白灰及空间层次、主次、强弱、虚

实的把握处理能力，以及这两方面要素有机统一所表达出的整

体画面的色彩感觉和表现力。

关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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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静物写生步骤图一

1．观察静物，确定整体三角形框架和

主体物位置，用小笔快速勾勒出物体外形特

征和相互的位置关系，松紧错落有致，确定

好衬布的面积大小和走向。用笔概括一点，

抓住要领，边形不要封死了，笔断意连再好

不过了。

2．用单色加较多的水，淡淡地铺出物

体的明暗变化及投影，目的是明确画面的光

源来向和基本的空间关系。铺单色之余，可

以开始考虑接下来画面颜色要如何组织了。

3．整体感受画面的气氛以及各色块之

间的关系，用较薄的颜料铺出自己的第一感

觉。注意在过程中要有顺序，如明度的顺

序，纯度的第一、第二、第三等。远近的颜

色关系开始尽量拉开一点，这样更有利于空

间推移。用笔概括颜色关系，肯定颜色特

点，注意物体造型特点，体积关系明确一

点。找准画面最大色块的特点以确定画面色

调倾向。

4．深入刻画，衔接各大色块之间的关

系，丰富边缘环境，在不破坏画面整体色调

的基础上对颜色进行丰富，特别是亮灰面。

保留用笔的松动感，不把每个物体画死，一

定要注意虚实节奏。

5.不断调整画面，主体物刻画再精致一

点。注意物体不同的质感的表现力，调整画

面的空间虚实节奏感，高光的刻画与区别，

边缘的虚实变化，投影的变化，物体的体积

表现充分但不能用笔太僵硬。衬布大的变化

和相互挤压表现到位，不要拖泥带水。衬布

要简化一点以便为静物服务。所有的调整都

是为画面整体色调感作铺垫。

6．完成画面，多看少动笔，少量调整一下边缘或者转折。活跃几个笔触感，让画面显得更轻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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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静物，确定大的框架，注意

画面上下左右四点的位置。用少量的颜

料勾勒出花卉的大形，注意各物体之间

的聚散节奏和大小、方圆的变化。用笔

尽量简洁和轻松一点，千万不能抠死，

否则画面一开始就缺少了生动了。

2．眯眼观察静物，用比较湿润饱

和的颜料铺出水果之间的颜色特点和花

卉的大明暗变化，迅速确定背景和衬布

的颜色关系以便统一画面大的色调感。

找准同类色及其区别，用笔概括大胆一

点，抓住自己的第一感觉很重要。画得

变化太多和紧张就会陷入局部刻画，吃

力不讨好还浪费时间。这一步，画面的

色调明确统一是首要任务。

3．深入刻画，一般可以从主体物

开始，然后向旁边自己感兴趣的物体扩

散。在操作过程中逐步丰富花卉的颜色

变化和前后空间虚实节奏感。注意光源

在亮部的整体颜色变化和暗面的特点，

强调出纯度，冷暖的变化以及环境色的

相互影响。注意考虑素描关系，用颜色

来逐步丰富体积。把握画面整体推进

感，不用一味追求把一个物体画得到

位，还是要随时保持松动感。 4．完成画面。用较小的笔做一些小的调整，尽量保持画面一气呵成之感，有些刚开始感觉较好的地方不要改动。多看少改。

水粉静物写生步骤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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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刻画，一般可以从主体物

开始，然后向旁边自己感兴趣的物体扩

散。在操作过程中逐步丰富花卉的颜色

变化和前后空间虚实节奏感。注意光源

在亮部的整体颜色变化和暗面的特点，

强调出纯度，冷暖的变化以及环境色的

相互影响。注意考虑素描关系，用颜色

来逐步丰富体积。把握画面整体推进

感，不用一味追求把一个物体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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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静物写生步骤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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