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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速写的重心

　　人物速写的重心是判断一个动态的稳定性，比
如一个静止的动态和一个运动的动态的重心位置
是有很大区别的，运动动态的重心在平衡与不平衡
之间交换，而静止动态的重心会落在单只脚或者两
脚中间。如右大图中的人物动态是单脚支撑整个身
体的重量，整个人物的重心自然而然地就落在单脚
上；如两脚分开的扭动动态，上半身的重量则分别
落在两只脚上，这种动态的重心就落在两脚之间。
　　一般情况下，站姿动态的重心在肚脐的高度向
地面引垂直线，这样的垂直线一般落在两脚之间或
者受力脚上；坐姿的动态重心一般落在臀部上，重
心的稳定性决定坐姿的动态感；蹲姿的重心点落在
肚脐的高度上，但是不同的蹲姿重心也不一样。

高考人物速写的基本概论
       

　　近年来，速写的考试多以默写、画照片为主，
场景速写也成为速写考试中的必修课。
　　画面构图是一幅完整画面首要考虑的元素，一
种独具匠心的画面构图会为你的作品增添无穷的魅
力。基于美术高考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来说，除稳定
的构图形式和创造性的构图形式之外，更能打动评
委老师的是具有艺术创造力的画面，其中场景速写
的构图有三种形式：基本图形法、空间错位法、创
意构造法。基本图形法包括S形构图、C字形构图、
O形构图、V形构图、三角形构图等。
　　画面的疏密对比效果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
环。疏密对比是指画面中人物的线、面组合排列的
关系。它的运用首先与取舍密切相关，取则密，舍
则疏，密则繁，疏则简。我们可以根据人物动态与
服饰特征而定，在大的疏密关系制约之下，再注意
具体的疏密变化，古人曰：“疏可走马，密不透
风”，即是此意。
　　画面的氛围表现是速写中最具表现力的部分，
构成画面氛围的要素有：适当夸张的动态、丰富的
人物表情、强烈的疏密对比效果、具有纵深感的画
面空间。

　　在人物速写的比例中，我们通常以“头长”为
基本单位来研究比较人体各部分与整体之间、部分
与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站立时，人的身高约为
7.5个头长；坐正时，约为5个头长，其中从头顶到
坐平面为3.5个头长；下蹲时，约为1/3个头长；席
地坐（盘坐）时，约为4个头长；弯腰时由于程度
不同，为4.5~6个头长。

人物速写的动态

人物速写中，动态的捕捉基于我们对人体结
构的理解和观察。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捕捉人物
的动态可以借助火柴人的单线概括方法，如右图所
示，首先我们找出“一竖”、“二横”、“三体
积”、“四肢”的关系。

“一竖”是指人体的脊柱。躯干部分的活动都
是由脊柱带动的，主要体现在颈部和腰部。
　　“二横”是指肩线与髋线，是躯干连接四肢的
纽带。二横线除人体在立正姿势时呈水平状平行
外，活动时均为相反方向的倾斜。
　　“三体积”是指人体的头部、胸部、骨盆分别
概括而成的三个立方体的体积。三体积均为不动的
整体，是由脊柱贯穿连接。脊柱的弯曲、旋转使三
体积呈现出俯仰、倾斜、扭动等不同的状态，并产
生相应的透视变化。
　　“四肢”是指上肢和下肢。它们都是分别连接
在躯干上下两端呈圆锥形的体块，通过关节处的活
动而呈现不同动作。
　　画速写时，我们首先观察人体“一竖”大动态
的线条，然后观察肩线的高低点，即左右肩高低
点，同样地找出髋部的高低点，肩线和髋部的高低
点所形成的线条是“二横”，也是表现动态的夸张
程度。“二横”往往是不能平衡的，平衡就意味着

没有动态了。

人物速写的比例

低点

高点

高点

低点
低点

低点

高点

高点

重心点落在单
脚上

重心点落在臀
部上

重心点落在单
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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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手
指

关
节

的
结

构
轻

轻
虚

画
，

以
线

的
强

弱
对

比
来

达
到

丰
富

手
部

细
节

的
目

的
。

表
现

头
部

有
个

规
律

，
当

对
象

稍
微

低
头

、
抬

头
或

偏
转

头
部

时
，

画
出

来
的

感
觉

会
比

较
生

动
，

但
同

时
一

定
要

注
意

五
官

和
头

部
的

透
视

关
系

。

　
　

中
线

也
是

画
面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条
线

，
它

会
随

着
人

的
动

态
变

化
而

有
所

变
化

，
特

别
是

小
腹

、
腰

部
这

一
块

变
化

时
更

加
明

显
，

在
画

的
时

候
要

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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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画

手
部

的
时

候
，

先
把

大
的

形
体

概
括

出
来

，
然

后
再

深
入

画
出

每
一

根
手

指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前
面

手
指

和
后

面
手

指
的

虚
实

对
比

。

　
　

头
发

的
密

度
要

超
过

上
衣

的
密

度
，

大
胆

加
强

头
发

的
密

度
，

让
它

和
脸

部
的

疏
形

成
强

烈
的

对
比

效
果

。

　
　

衣
服

的
起

伏
关

系
很

重
要

，
衣

领
、

袖
口

、
裤

脚
等

地
方

要
根

据
对

象
特

征
和

动
态

来
处

理
。

身
体

紧
绷

的
部

位
，

如
肩

、
肘

、
膝

盖
等

部
位

，
衣

服
通

常
和

内
在

结
构

结
合

得
比

较
好

；
而

稍
微

放
松

的
地

方
，

衣
服

通
常

会
翘

起
来

。

　
　

由
于

坐
姿

，
大

小
腿

中
部

形
成

衣
褶

叠
压

，
所

以
腿

部
后

侧
衣

褶
较

多
。

　
　

受
腿

部
动

势
的

影
响

，
对

象
脚

腕
这

一
块

的
起

伏
、

转
折

关
系

也
会

发
生

变
化

，
大

家
在

表
现

时
一

定
不

要
忽

视
了

这
一

点
。

  
  

  
 投

影
会

让
画

面
的

空
间

感
更

强
烈

，
会

让
人

对
象

是
确

确
实

实
立

在
地

面
上

的
。

并
且

，
投

影
也

要
有

节
奏

变
化

，
也

要
遵

循
近

实
远

虚
的

基
本

原
理

。

　
　

头
发

的
外

边
缘

线
相

对
于

内
边

缘
线

来
说

要
稍

微
实

一
些

，
这

种
实

与
虚

的
对

比
也

是
一

种
节

奏
。

　
　

因
为

眼
镜

框
的

颜
色

很
重

，
所

以
相

对
而

言
，

头
发

就
可

以
不

用
处

理
得

太
重

，
否

则
头

部
的

层
次

就
分

不
开

了
。

　
　

如
果

对
象

所
穿

衣
服

较
多

，
可

采
用

不
同

装
饰

线
，

以
体

现
其

层
次

，
加

强
画

面
空

间
。

　
　

相
对

而
言

，
对

象
的

外
轮

廓
线

和
结

构
线

处
理

得
要

实
一

些
，

而
一

部
分

衣
褶

和
装

饰
图

案
要

处
理

得
虚

一
些

，
这

可
以

使
得

画
面

的
对

比
更

加
强

烈
，

同
时

又
能

把
对

象
的

外
形

很
好

地
表

现
出

来
。

　
　

千
万

不
能

忽
视

细
节

，
因

为
它

们
是

表
现

物
体

特
征

及
其

质
感

的
重

要
因

素
，

也
是

画
面

出
彩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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