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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了解色调

广意的色调：当物体在自然的光线下时会反射光线，物体反射的光线有长有短，
当物体反射的光线中以某种光线占优势时，此种光线决定了画面的整体色彩倾向，
如秋天呈金黄色，冬天则是银装素裹，这种色彩现象就是色调。

色彩静物中的色调：是一幅画面中色彩运用上的主旋律，大面积的色彩倾向。
和广意的色调不同的是色彩静物中的色调是主观处理后的具体表现，即将对象进行
主观的分析、归纳，首先是观察所画物体的色彩倾向与背景衬布及环境的联系，再
是经过分析归纳后确定其色调。 色调色彩的有机结合，是画面色彩的基本倾向。在学习中色调训练主要解决以下两个

问题：一是必须的协调，二是必要的对比。协调是必须的，色彩静物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
而在画面中的丰富并不是颜色简单堆砌的大杂烩，画面色彩要有一个倾向，或红或蓝、或
冷或暖，形成基本的调性。对比色要受主要限制，局部的细微变化要统一在整体色调之中。
对比是必要的，统一并不等于单一，没有色彩之间相互对比，就没有色彩的丰富性。无论
是色调训练还是色彩静物训练首先要感受画面各物体的不同色彩倾向，特别是同类色之间
的微妙变化，要学会在冷色中找暖色，暖色中找冷色。此外还应该明白协调和对比并不冲突，
所谓协调就是恰到好处的对比，正是对比色的适当控制，画面各色彩才能既相互对比又相
互协调。

色调是画面色彩构成的总体效果，是画面总体的色彩倾向。一般是绘画过程中
从色相、明度、纯度及色性方面，对画面进行组织、加工、调整后形成的。绘画中
要了解什么是色相、明度、纯度和色性。

色相：色相是色彩的首要特征，是区别各种色彩的最准确标准，具体的有红、黄、
橙、蓝、绿、紫、赭等。

明度：明度即色彩的明暗程度，可以分为亮调、灰调和暗调。
纯度：纯度是指纯净饱和程度，可分为高纯度色调、中纯度色调和灰调。
色性：色性是指画面的冷暖，可分为冷色调、暖色调和中性色调，暖色调以红色、

橙色、黄色、赭色等为主色调，给人温暖、活力的感觉。冷色调以蓝色、紫色等冷
色成分为主导色调，具有冷静、清凉的感觉。中性色调是介于冷暖色调之间的灰色、
白色和黑色。

4. 色调训练要解决的问题

5. 同组静物不同色调的对比

1. 色调的概念

自然中的色调 绘画作品中的色调

2. 色调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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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相环中每一个颜色对面 (180 度对角 ) 的
颜色，称为“对比色”( 也叫互补色 )。把对比色放在
一起，会给人强烈的排斥感。若混合在一起，会调出
浑浊的颜色。如：红与绿、蓝与橙、黄与紫互为对比色。

颜色的色性也是在对比中产生的，如朱红比玫
瑰更暖些，柠檬黄比土黄更冷。画面中的冷色和暖色
的分布比例决定了画面的整体色调，就是通常说的暖
色调和冷色调。使用了冷暖对比色可使画面更加有层
次感。在绘画中，不同的色调也能表达不同的意境和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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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形式 训练目的 课时安排
单色明度训
练

    用熟褐、群青等单一颜色，通过
黑白灰的关系表现画面中的物体

    掌握画面整体的黑白灰关系，
通过明度的区分拉开画面中不同物
体的层次，表现出画面物体的秩序
和空间关系

12 课时，8开 6幅

                                                        
色彩小稿训
练

    色彩小稿的训练是指抛开细节刻
画 ,以最快的速度概括出画面大的色
彩关系。在色彩小稿练习中要学会有
效地、针对性地取舍。例如抛开光
影、环境色、冷暖色 ,只抓住物体的
固有色。通过色彩小稿训练 ,考生应
能够处理好画面中大色块之间的色彩
关系 ,使画面形成鲜明的色彩面貌

    通过色彩小稿训练 ,能够迅速
掌握画面色调 ,准确概括色彩的整
体关系 ,培养作画者敏锐的色彩感
觉和色彩审美能力

20 课时，8开 10 幅

冷色调、暖
色调、中性
色调的转换
训练

    同一组静物，通过色性的不同来
表现

    掌握色调的色性，准确地把握
一幅画面的主导色系，表现一组静
物冷暖不同的色调对比

30 课时，4开 10 幅

不同色相的
转换训练

    以红、黄、橙、蓝、绿、紫、赭
等为主导色系的色调转换训练

    确定一幅画面的色相，培养画
面中以主导色调为主，使其他物
体的协调在主导色调中的能力，这
里所说的主导色调并不是单一的色
调，也可以是相似的颜色群，使相
似性统一在整个画面中

42 课时，4开 14 幅

色调训练中可以参照以下课程安排

3. 色调训练的课程内容、形式、目的与时间安排

亮调高纯度 灰调 暗调中纯度 灰调

纯度渐变：即色相和明度不变，加入了灰色，
鲜艳程度降低。

明度渐变：色相和纯度不变，加入白色越多，明度
越高，加入黑色越多，明度越低。

色
相
渐
变

色
相
渐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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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色彩小稿的训练是指抛开细节刻
画 ,以最快的速度概括出画面大的色
彩关系。在色彩小稿练习中要学会有
效地、针对性地取舍。例如抛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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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色。通过色彩小稿训练 ,考生应
能够处理好画面中大色块之间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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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色彩小稿训练 ,能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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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关系 ,培养作画者敏锐的色彩感
觉和色彩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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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调、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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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组静物，通过色性的不同来
表现

    掌握色调的色性，准确地把握
一幅画面的主导色系，表现一组静
物冷暖不同的色调对比

30 课时，4开 10 幅

不同色相的
转换训练

    以红、黄、橙、蓝、绿、紫、赭
等为主导色系的色调转换训练

    确定一幅画面的色相，培养画
面中以主导色调为主，使其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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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色调训练的课程内容、形式、目的与时间安排

亮调高纯度 灰调 暗调中纯度 灰调

纯度渐变：即色相和明度不变，加入了灰色，
鲜艳程度降低。

明度渐变：色相和纯度不变，加入白色越多，明度
越高，加入黑色越多，明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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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冷暖色调训练

一幅画面是属于暖色调还是冷色调，是指整幅画面总体的色彩倾向，而不是说如果
一幅画面是暖色调，其画面中的每个物体都是偏暖的。暖色调画面中有冷色成分，冷色
调画面中也有暖色成分，即冷中有暖，暖中也有冷，是对比统一在同一画面中。一幅画
面中的冷暖的确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主导画面中的颜色的冷暖、光源色的冷暖、环境色
的冷暖、作者主观的处理等，其中主导画面中颜色的冷暖占主导因素。具体表现如右图。

背景与冷暖色调的关系
此幅作品为典型的蓝色、冷色调作品，从色调上看该作

品颜色统一 、和谐，这与画面背景的处理紧密相连，一般
背景的刻画要根据画面中的冷暖、虚实决定背景色的颜色倾
向，如果背景和桌面为同一块衬布，应将背景虚化、减弱，
加强对比关系，而在本幅画面中，衬布的颜色为蓝色，其色
性偏冷。背景的颜色在有整体画面有蓝色色彩倾向时，在蓝
色中加入了黄绿色，处理得偏暖，这样虽整体偏冷，但是冷
中有暖，不仅拉开了衬布与背景的空间关系，同样使画面丰
富、自然。

主体物与冷暖色调的关系
主体物的塑造要结合画面整体的色调关系，不可孤立

处理，应将主体物的形体和色彩融于整体画面中，和整体
画面相协调，为画面色调服务。本幅作品玻璃花瓶因玻璃
的属性本身就有偏冷的倾向，再加上玻璃花瓶在蓝色的衬
布上，从画面中可以看出是主体物整体偏冷，但不包括主
体物的每一个部分，如玻璃花瓶靠近水果的部分，受黄色
水果的环境色影响其颜色偏暖。

衬布与冷暖色调的关系

在影响画面冷暖色调的因素中，主导画面中的颜色是
很重要的因素，主导画面中的颜色可以是主体物的颜色，
也可以是在画面中比重很大的色块，如衬布。可以说本
幅作品中衬布的颜色就决定了画面的冷色调，同样也是
指画面整体的色彩倾向。纵观作者的处理手法，可以从
画面中看出画面前部分衬布偏暖，后部分偏冷，这种处
理手法拉开了空间层次，也使画面整体色调更加明确。衬托类物体与冷暖色调的关系

这类物体一般是指水果、盘子、蔬菜、水杯等物体，他们在画
面中起着衬托物体、调节平衡、烘托画面的作用，这类物体的冷暖
色调应从整体色调出发，不可孤立使其脱离整体。要做到冷暖交融，
处理好画面中冷色调和暖色调在画面中所占的比例，同时注意物体
本身的固有色、光源色和环境色。

在冷暖色调的训练中要把握画面整体冷暖和局部冷暖的关系，要确保整幅画面色调的和谐。

3. 冷暖色调在画面中的关系

4. 同组静物冷暖色调的对比

 1. 如何理解一张画面的冷暖色调

①根据画面整体而言，亮部偏冷则暗部会偏暖，亮部偏暖则暗部偏冷；画面前面偏
冷则后面偏暖，前面偏暖则后面偏冷。②在固有色和光影色相同的条件下，画面的前面
空间冷暖对比强，后面空间对比弱。③光源色影响着亮部色彩的冷暖。光源偏色冷，亮
部色彩则冷；光源色暖，亮部色彩则偏暖。④暗部色彩的冷暖受物体固有色与环境色两
个因素的影响，同时暗部与物体亮部色彩的关系。⑤灰层次色彩受光源色和环境色的影
响都较弱，其以固有色为主导色，介于亮部色彩与暗部色彩的冷暖之间。⑥反光部分的
冷暖主要受环境色的影响，其次受固有色的影响。

2. 画面中色调的冷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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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冷暖色调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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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暖，不仅拉开了衬布与背景的空间关系，同样使画面丰
富、自然。

主体物与冷暖色调的关系
主体物的塑造要结合画面整体的色调关系，不可孤立

处理，应将主体物的形体和色彩融于整体画面中，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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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暖色调的训练中要把握画面整体冷暖和局部冷暖的关系，要确保整幅画面色调的和谐。

3. 冷暖色调在画面中的关系

4. 同组静物冷暖色调的对比

 1. 如何理解一张画面的冷暖色调

①根据画面整体而言，亮部偏冷则暗部会偏暖，亮部偏暖则暗部偏冷；画面前面偏
冷则后面偏暖，前面偏暖则后面偏冷。②在固有色和光影色相同的条件下，画面的前面
空间冷暖对比强，后面空间对比弱。③光源色影响着亮部色彩的冷暖。光源偏色冷，亮
部色彩则冷；光源色暖，亮部色彩则偏暖。④暗部色彩的冷暖受物体固有色与环境色两
个因素的影响，同时暗部与物体亮部色彩的关系。⑤灰层次色彩受光源色和环境色的影
响都较弱，其以固有色为主导色，介于亮部色彩与暗部色彩的冷暖之间。⑥反光部分的
冷暖主要受环境色的影响，其次受固有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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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照片到色调训练

1. 快速捕捉一幅照片的色调

在色彩照片训练时，有时我们观察照片，感到色调的倾向不是很明显，这时我
们应当采取整体观察和归类定位的方法，“同时比较”去观察一组静物，这样就比较
容易抓住这组物体的基本色调。例如：我们首先感受一下静物的背景、衬布与物体之
间哪种色彩占的比例大，衬布的色彩倾向与主要静物的色彩是协调的还是对比关系。
如果衬布与主要静物的色彩属于同类色系的范围，那么它们就基本决定了这组静物的
色调倾向。当衬布与主要物体是对比色时，要从面积的大小来比较。拿到一幅静物照
片都可以用“同时比较”的方法，努力捕捉物体的色彩倾向，是快速分辨和把握色调
的重要方法。

因照片静物是物体平面的展示，物体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不够强烈，在画照片色调训
练中，要能够模拟写生场景，要考虑的因素和写生是一样的，其不同的是照片对物体的
结构和对色彩的表现较写生中的物体要弱。其影响画面中色调的因素是一样的，主要是
以下几点：

(1) 光源色。光源是带有色彩倾向的，主要可以分为冷色光和暖色光。天光和白光
灯属于冷光，太阳光和白炽灯属于暖光，因此一组静物在不同的光源照射下，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静物的整体色彩倾向。不同色彩倾向的光源一定会让相同的静物产生明显的
色彩变化。在画静物照片时要注意其照片拍摄下的光源色。

(2) 环境色。对一个具体物体而言，它周围的其他物体和景物都可以称为环境。如
一组静物中，衬布是其他物体的环境，而这些物体同样也是衬布的环境，物体与物体之
间构成环境的关系，环境是营造色调的关键因素。环境色的运用是可以使色块之间产生
联系，是各个色块之间相互和谐的重要手段。

(3) 主导色。在画面中主导色是影响色调倾向的最直接决定因素，由于主导色的面
积最大，它的色彩倾向性就决定了画面的色调。在营造一幅作品的色调时，从构图上就
要注重色块之间比例的控制，找出主导色。同一组静物，通过构图的不同，各色块之间
比例的变化，可以画出不同色调的作品。

(4)主观因素。在一组静物中，作者可以根据个人对色调的掌握，掌握改变色调的倾向，
在变调练习中，主观因素发挥作用很大。

在了解影响色调的因素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基本方法组织一幅静物照片的色调：

在了解组织色调的方法后，更要从宏观上把握、强调画面的整体性，组织一幅画面
的色调时主要要遵守以下原则：

(1)主次原则。在画面中色调是由面积最大的色彩倾向性决定的，那么在组织色调时，
就有主色块和次色块之分。主色块不一定是一块，也可能是两块甚至更多块，而次色块
往往是由多块色彩组成的。在分析一幅色彩静物时要首先确定主次颜色。

(2) 和谐原则。要营造一个统一的画面色调，首先要考虑色彩之间的协调关系。协
调就是指共性，要让色调和谐，需要在作画时主动处理色彩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画面
或强化，或弱化，或丰富，或概括。

(3) 对比原则。在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中仍然需要一些对比的关系。对比是指差异
和个性，对比能使色彩关系更鲜明，使各个色块的特征更突出，画面的色彩构建更清晰。
总体来说，对比能够使画面色彩更丰富、更灵动、更响亮、更跳跃、更富有张力。

(4) 均衡原则。均衡是指色块搭配时位置分布和色块对比的强弱程度。在营造一幅
色彩静物照片作品的色调时，必须考虑色块的位置分布。画面的色彩搭配出现头重脚轻，
或者一边重一边轻，或者纯色块过于集中，或者色块在分布上归于简单缺乏呼应的现象，
都属于画面不均衡。画面均衡能够使画面统一却不单调，对比却不生硬。

(5)节奏原则。在音乐中我们能够感觉到音调的轻重长短和节奏的快慢。在绘画中，
同样要考虑节奏的运用，不同色相、明度、纯度、冷暖的色块合理地分布在画面的各个
位置，才能产生丰富而有序的画面效果。在追求和谐的画面效果时，控制各色块之间的
强弱对比、主次对比、面积对比、疏密对比等各种关系，是让画面丰富而不凌乱，统一
而不呆板的有效手段。

2. 影响照片色调的因素 

3. 组织一幅静物照片色调作品的方法

4. 组织一幅色彩静物照片色调作品要遵守的原则

照片色调作品的训练主要解决的问题有：掌握如何决定画面的主导色调性，把握
整体色调的协调，主观地对画面中的局部色调进行加工，使其融入到整体画面中。掌握
色调训练中调色的技巧（如环境色的调入和用量），在对照片类色彩静物的色调训练时
也要能够举一反三，理解画面的色调。无论是写生、画照片还是临摹，都是需要对画面
进行主观地处理，这样完成的色调作品才能是一幅和谐、统一且明确的作品，切忌在画
照片静物时不加思考地照临照画，看到什么颜色就调什么颜色，这样会失去色调训练的
目的，完成的作品也不符合色彩静物的审美要求。

观察下图色彩静物照片，主导色调：照片中黄色的衬布和颜料盒的黄色在总体中
面积较大，所以在这幅色调作品中主导色为黄色。环境色：受主导色黄色衬布的影响，
墙面背景偏黄色，另外由于前面红褐色衬布和光源色作用，背景整体偏冷，所以其背
景采用透底法，先用浅灰绿铺底，在调入适量的红、黄、蓝、紫，在调色时要注意颜
色不能调得过于均匀。主观处理：照片中前面红褐色的衬布在颜色上褐色纯度过高，
要使整幅画面明亮、活泼，需要主观地对其颜色进行处理，减少褐色的纯度，适当加
入红色和黄色，这样整幅画面会更加和谐、统一。

8. 色彩静物照片类色调训练的内容及课程安排

9. 照片与色调作品对比

受环境色影响偏黄

对书籍、器皿、包装盒等物
体上的标签要进行概括处理

陶瓷本身材质和光
源色的原因此处偏
冷

通过主观地处理，适当改
变了衬布的色彩倾向性

内容 课程安排
挑选一幅色彩静物照片进行不同色性的

训练
冷、暖、中性色调各一幅，时间要求每幅 1小时

挑选三幅明度各不相同的色彩静物照片
进行不同明度的训练

亮调、灰调和暗调各一张，时间要求每幅 1小时

挑选红、黄、橙、蓝、绿、紫、褐等不
同色相的色彩静物照片各一幅

对不同色相的照片进行训练，时间要求每幅 1小时

挑选 2-3 幅色彩静物照片进行强化训练 要求 3小时一幅，作品中的色调要明确，作品要完整

6. 色彩静物照片到色调作品的训练

5. 照片到色调作品训练要解决的问题

7. 色调照片训练

(1) 配色法。找到主导色块，围
绕主导色的色相、明度、纯度、冷暖
搭配其他次色块的色彩。在运用配色
法时，着重把握各个色块之间色彩的
联系，突出色彩之间的共性，这样就
能处理好一幅静物的整体色调。

(2) 微差法。运用微差法就是将
各个色块以及各个色阶的对比关系
减弱，让色彩在明度、纯度、冷暖上
向设定的色调靠拢。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要运用较丰富而细腻的色彩进
行表现，使画面产生一种柔美的美
感。

(3) 归纳法。面对一组复杂的静
物照片时，必须要对色彩进行提炼，
这样才能营造出和谐的色调。对色
彩进行提炼时要以突出色块的特征
为出发点，概括地表现色彩的关系，
大胆地取舍，清晰地表现画面的色
彩构建关系。

(4) 混色法。混色法是指让环
境色渗透到画面各个色块中，加强
色块之间的联系，使色块之间具有
一定的共性，不至于孤立，从而达
到统一色调的目的。

(5) 基色法。基色是指色调
的倾向色。作画时把色调调和到
画面的每个角落，就很容易达到
统一画面的效果。就如同隔着玻
璃看一组物体，物体的每个局部
都会渗透玻璃的颜色。运用基色
法时也可调和基色的同类色进行
表现。

主导色的颜色

梨子的颜色（最纯）

黄色衬布是主导色块，在画面中要主要陶罐、苹果、
橘子、西红柿以黄色衬布的联系，对比比较其在色块之间
的共性和不同点。

橘子的颜色（偏暗）

主导色块
主导色对其它
色块的影响。

左边纯度较底，右边

纯度较高。

①

②

③
④

衬布的颜色

梨子的颜色

茶壶的颜色

酒瓶的颜色

黄色的水果在画面中过于突兀，在处理时可以用
微差法，降低其纯度。

①②

茶壶的颜色倾向
偏蓝色

适当降低香蕉、桃子的
纯度，使其融入到画面
整体色调中。

背景的颜色

玻璃瓶的颜色

油桶的颜色

砧板的颜色

当画面中出现种类和颜色很丰富的物体时，用大
的色块概括物体的形状。注意画面中对洋葱、红色果子的
归纳处理。

① ②
③

④
对画面中的①②③④中
物体的颜色进行归纳，
降低其纯度。

背景的颜色

背景的颜色

西红柿的颜色

饮料瓶的颜色

玻璃杯的颜色

衬布的颜色

衬布的颜色

注意黄色在整体画面中的融合。

注意黄绿色在整体画面中的渗入。

背景中融入了
黄色的环境色

环境色对物体
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画面中的
①②③④的色块
的基调一致

注意画面中水果、
包装盒中黄绿色
的调入

色调照片训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构图和物体不变的情况下，对同组静物进行不同色性的训练。
(2) 挑选不同色相和构图的照片，对其进行不同色相的训练。
(3) 通过不同类型物体的组合，如厨房类、水果类、蔬菜类等掌握不同种

类物体组合的色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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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照片到色调训练

1. 快速捕捉一幅照片的色调

在色彩照片训练时，有时我们观察照片，感到色调的倾向不是很明显，这时我
们应当采取整体观察和归类定位的方法，“同时比较”去观察一组静物，这样就比较
容易抓住这组物体的基本色调。例如：我们首先感受一下静物的背景、衬布与物体之
间哪种色彩占的比例大，衬布的色彩倾向与主要静物的色彩是协调的还是对比关系。
如果衬布与主要静物的色彩属于同类色系的范围，那么它们就基本决定了这组静物的
色调倾向。当衬布与主要物体是对比色时，要从面积的大小来比较。拿到一幅静物照
片都可以用“同时比较”的方法，努力捕捉物体的色彩倾向，是快速分辨和把握色调
的重要方法。

因照片静物是物体平面的展示，物体的立体感和层次感不够强烈，在画照片色调训
练中，要能够模拟写生场景，要考虑的因素和写生是一样的，其不同的是照片对物体的
结构和对色彩的表现较写生中的物体要弱。其影响画面中色调的因素是一样的，主要是
以下几点：

(1) 光源色。光源是带有色彩倾向的，主要可以分为冷色光和暖色光。天光和白光
灯属于冷光，太阳光和白炽灯属于暖光，因此一组静物在不同的光源照射下，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静物的整体色彩倾向。不同色彩倾向的光源一定会让相同的静物产生明显的
色彩变化。在画静物照片时要注意其照片拍摄下的光源色。

(2) 环境色。对一个具体物体而言，它周围的其他物体和景物都可以称为环境。如
一组静物中，衬布是其他物体的环境，而这些物体同样也是衬布的环境，物体与物体之
间构成环境的关系，环境是营造色调的关键因素。环境色的运用是可以使色块之间产生
联系，是各个色块之间相互和谐的重要手段。

(3) 主导色。在画面中主导色是影响色调倾向的最直接决定因素，由于主导色的面
积最大，它的色彩倾向性就决定了画面的色调。在营造一幅作品的色调时，从构图上就
要注重色块之间比例的控制，找出主导色。同一组静物，通过构图的不同，各色块之间
比例的变化，可以画出不同色调的作品。

(4)主观因素。在一组静物中，作者可以根据个人对色调的掌握，掌握改变色调的倾向，
在变调练习中，主观因素发挥作用很大。

在了解影响色调的因素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基本方法组织一幅静物照片的色调：

在了解组织色调的方法后，更要从宏观上把握、强调画面的整体性，组织一幅画面
的色调时主要要遵守以下原则：

(1)主次原则。在画面中色调是由面积最大的色彩倾向性决定的，那么在组织色调时，
就有主色块和次色块之分。主色块不一定是一块，也可能是两块甚至更多块，而次色块
往往是由多块色彩组成的。在分析一幅色彩静物时要首先确定主次颜色。

(2) 和谐原则。要营造一个统一的画面色调，首先要考虑色彩之间的协调关系。协
调就是指共性，要让色调和谐，需要在作画时主动处理色彩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画面
或强化，或弱化，或丰富，或概括。

(3) 对比原则。在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中仍然需要一些对比的关系。对比是指差异
和个性，对比能使色彩关系更鲜明，使各个色块的特征更突出，画面的色彩构建更清晰。
总体来说，对比能够使画面色彩更丰富、更灵动、更响亮、更跳跃、更富有张力。

(4) 均衡原则。均衡是指色块搭配时位置分布和色块对比的强弱程度。在营造一幅
色彩静物照片作品的色调时，必须考虑色块的位置分布。画面的色彩搭配出现头重脚轻，
或者一边重一边轻，或者纯色块过于集中，或者色块在分布上归于简单缺乏呼应的现象，
都属于画面不均衡。画面均衡能够使画面统一却不单调，对比却不生硬。

(5)节奏原则。在音乐中我们能够感觉到音调的轻重长短和节奏的快慢。在绘画中，
同样要考虑节奏的运用，不同色相、明度、纯度、冷暖的色块合理地分布在画面的各个
位置，才能产生丰富而有序的画面效果。在追求和谐的画面效果时，控制各色块之间的
强弱对比、主次对比、面积对比、疏密对比等各种关系，是让画面丰富而不凌乱，统一
而不呆板的有效手段。

2. 影响照片色调的因素 

3. 组织一幅静物照片色调作品的方法

4. 组织一幅色彩静物照片色调作品要遵守的原则

照片色调作品的训练主要解决的问题有：掌握如何决定画面的主导色调性，把握
整体色调的协调，主观地对画面中的局部色调进行加工，使其融入到整体画面中。掌握
色调训练中调色的技巧（如环境色的调入和用量），在对照片类色彩静物的色调训练时
也要能够举一反三，理解画面的色调。无论是写生、画照片还是临摹，都是需要对画面
进行主观地处理，这样完成的色调作品才能是一幅和谐、统一且明确的作品，切忌在画
照片静物时不加思考地照临照画，看到什么颜色就调什么颜色，这样会失去色调训练的
目的，完成的作品也不符合色彩静物的审美要求。

观察下图色彩静物照片，主导色调：照片中黄色的衬布和颜料盒的黄色在总体中
面积较大，所以在这幅色调作品中主导色为黄色。环境色：受主导色黄色衬布的影响，
墙面背景偏黄色，另外由于前面红褐色衬布和光源色作用，背景整体偏冷，所以其背
景采用透底法，先用浅灰绿铺底，在调入适量的红、黄、蓝、紫，在调色时要注意颜
色不能调得过于均匀。主观处理：照片中前面红褐色的衬布在颜色上褐色纯度过高，
要使整幅画面明亮、活泼，需要主观地对其颜色进行处理，减少褐色的纯度，适当加
入红色和黄色，这样整幅画面会更加和谐、统一。

8. 色彩静物照片类色调训练的内容及课程安排

9. 照片与色调作品对比

受环境色影响偏黄

对书籍、器皿、包装盒等物
体上的标签要进行概括处理

陶瓷本身材质和光
源色的原因此处偏
冷

通过主观地处理，适当改
变了衬布的色彩倾向性

内容 课程安排
挑选一幅色彩静物照片进行不同色性的

训练
冷、暖、中性色调各一幅，时间要求每幅 1小时

挑选三幅明度各不相同的色彩静物照片
进行不同明度的训练

亮调、灰调和暗调各一张，时间要求每幅 1小时

挑选红、黄、橙、蓝、绿、紫、褐等不
同色相的色彩静物照片各一幅

对不同色相的照片进行训练，时间要求每幅 1小时

挑选 2-3 幅色彩静物照片进行强化训练 要求 3小时一幅，作品中的色调要明确，作品要完整

6. 色彩静物照片到色调作品的训练

5. 照片到色调作品训练要解决的问题

7. 色调照片训练

(1) 配色法。找到主导色块，围
绕主导色的色相、明度、纯度、冷暖
搭配其他次色块的色彩。在运用配色
法时，着重把握各个色块之间色彩的
联系，突出色彩之间的共性，这样就
能处理好一幅静物的整体色调。

(2) 微差法。运用微差法就是将
各个色块以及各个色阶的对比关系
减弱，让色彩在明度、纯度、冷暖上
向设定的色调靠拢。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要运用较丰富而细腻的色彩进
行表现，使画面产生一种柔美的美
感。

(3) 归纳法。面对一组复杂的静
物照片时，必须要对色彩进行提炼，
这样才能营造出和谐的色调。对色
彩进行提炼时要以突出色块的特征
为出发点，概括地表现色彩的关系，
大胆地取舍，清晰地表现画面的色
彩构建关系。

(4) 混色法。混色法是指让环
境色渗透到画面各个色块中，加强
色块之间的联系，使色块之间具有
一定的共性，不至于孤立，从而达
到统一色调的目的。

(5) 基色法。基色是指色调
的倾向色。作画时把色调调和到
画面的每个角落，就很容易达到
统一画面的效果。就如同隔着玻
璃看一组物体，物体的每个局部
都会渗透玻璃的颜色。运用基色
法时也可调和基色的同类色进行
表现。

主导色的颜色

梨子的颜色（最纯）

黄色衬布是主导色块，在画面中要主要陶罐、苹果、
橘子、西红柿以黄色衬布的联系，对比比较其在色块之间
的共性和不同点。

橘子的颜色（偏暗）

主导色块
主导色对其它
色块的影响。

左边纯度较底，右边

纯度较高。

①

②

③
④

衬布的颜色

梨子的颜色

茶壶的颜色

酒瓶的颜色

黄色的水果在画面中过于突兀，在处理时可以用
微差法，降低其纯度。

①②

茶壶的颜色倾向
偏蓝色

适当降低香蕉、桃子的
纯度，使其融入到画面
整体色调中。

背景的颜色

玻璃瓶的颜色

油桶的颜色

砧板的颜色

当画面中出现种类和颜色很丰富的物体时，用大
的色块概括物体的形状。注意画面中对洋葱、红色果子的
归纳处理。

① ②
③

④
对画面中的①②③④中
物体的颜色进行归纳，
降低其纯度。

背景的颜色

背景的颜色

西红柿的颜色

饮料瓶的颜色

玻璃杯的颜色

衬布的颜色

衬布的颜色

注意黄色在整体画面中的融合。

注意黄绿色在整体画面中的渗入。

背景中融入了
黄色的环境色

环境色对物体
的影响

①
②

③

④
画面中的
①②③④的色块
的基调一致

注意画面中水果、
包装盒中黄绿色
的调入

色调照片训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构图和物体不变的情况下，对同组静物进行不同色性的训练。
(2) 挑选不同色相和构图的照片，对其进行不同色相的训练。
(3) 通过不同类型物体的组合，如厨房类、水果类、蔬菜类等掌握不同种

类物体组合的色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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