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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于 现 当 代 色 彩 的 研 究 ，许 许 多 多 的 人 都 会 想 到 印 象 派 、
浪 漫 主 义 、 写 实 派 等 ， 印 象 派 是 现 代 色 彩 的 一 次 关 键 革 命 ，
并 制 定 出 一 套 人 们 对 于 色 彩 认 知 的 新 标 准 。 印 象 派 大 师 当 中
一 些 人 是 我 们 成 长 过 程 中 所 熟 知 的 ，如 ： 莫 奈 、梵 高 、塞 尚 、
马 奈 、 莫 兰 迪 、 西 斯 莱 等 等 ， 正 是 他 们 在 色 彩 世 界 中 的 孜 孜
探 索 和 渗 透 性 的 感 悟 ， 才 创 作 出 数 以 万 计 的 杰 作 。 而 他 们 的
色 彩 世 界 往 往 是 身 边 信 手 拈 来 的 事 物 ， 比 如 风 车 、 街 道 、 工
作 室 甚 至 是 一 盘 水 果 ， 都 会 成 为 创 作 的 重 要 题 材 。 还 有 一 向
被 人 们 认 为 是 浪 漫 主 义 与 印 象 主 义 的 过 渡 性 人 物 之 一 亨 利 · 方
丹·拉 图 尔 ，室 内 的 物 件 则 是 他 创 作 的 重 要 题 材 。对 于 我 们 而 言 ，
身 边 也 不 乏 许 许 多 多 的 事 物 值 得 我 们 去 发 现 。 并 理 解 展 现 你
所 看 到 的 色 彩 ， 分 享 给 你 的 伙 伴 们 ， 这 并 非 一 件 难 事 ， 我 们
更 多 是 培 养 “ 寻 找 美 , 发 现 美 ” 的 眼 睛 和 对 色 彩 一 种 执 着 的 认
识 。 　 　
　 　 解 惑 色 彩 静 物 ，我 们 要 去 发 现 并 体 会 生 活 中 的 美 妙 之 处 ，
感 触 生 活 中 的 美 好 。 而 色 彩 静 物 通 常 是 作 为 培 养 色 彩 能 力 的
一 个 基 础 或 起 点 ， 掌 握 其 中 的 规 律 并 举 一 反 三 ， 之 后 延 伸 到
其 他 的 事 物 ， 这 才 是 我 们 色 彩 所 要 学 习 的 重 要 知 识 。 解 惑 ，
让 我 们 一 起 解 决 色 彩 静 物 中 的 疑 惑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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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 Fantin Latour
亨利·方丹·拉图尔　　（１８３６－１９０４）

  亨 利 · 方 丹 · 拉 图 尔
1 8 3 6 年 生 于 法 国 格 勒
诺 布 尔 市 。 他 只 在 巴 黎
美 术 学 校 学 习 了 一 年 ，
之 后 就 在 卢 浮 宫 里 靠 临
摹 大 师 们 的 作 品 为 生 。
一 般 认 为 亨 利 · 方 丹 · 拉
图  尔 是 浪 漫 主 义 与 印
象 主 义 的 过 渡 性 人 物 。
　 　 亨 利 · 方 丹 · 拉 图 尔
非 常 擅 长 人 物 画 ， 在 这
里 不 得 不 提 到 他 的 名 作
《 巴 迪 侬 画 室 》 ， 在 这
幅 著 名 的 群 像 画 里 ， 出
色 的 将 自 己 的 好 友—
印 象 派 的 马 奈 、 雷 诺
阿 、 莫 奈 、 左 拉 等 巧 妙
地 组 合 在 一 起 。 他 的 人
物 画 含 有 古 典 学 院 派 严
谨 的 写 实 手 法 与 印 象 派
的 综 合 技 法 。 但 沙 龙 不
仅 排 挤 像 库 尔 贝 、 多 比
尼 等 一 些 写 实 有 成 就 的
画 家 ， 更 拒 绝 方 丹 · 拉
图 尔 。 他 的 一 幅 《 仙
境 》 ， 竟 以 对 经 典 画 法
具 有 破 坏 性 意 义 为 理 由
被 拒 之 门 外 ， 后 来 他 不
得 不 以 石 版 画 创 作 为 主
要 活 动 。
　 　 方 丹 · 拉 图 尔 并 不
像 印 象 派 画 家 那 样 痴 迷
于 户 外 的 瞬 间 光 色 印
象 ， 他 不 去 户 外 作 画 ，
画 室 才 是 他 的 家 。 他 也
擅 长 静 物 画 ， 静 物 画 则
追 求 朴 素 写 实 的 特 点 。

亨 利 · 方 丹 · 拉 图 尔 　 　 　 　 法 国

大师作品欣赏         

亨 利 · 方 丹 · 拉 图 尔 　 　 　 　 法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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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水果、器皿类题材是我们平时练习和考试中最为常见的题材，同样也是平时练习中最多的，更是考试中最多的题材。器皿
与水果的组合在画面中往往用来增强对比性 , 如质感对比、纯灰对比、大小对比等，器皿坚硬稳重，而水果柔弱鲜亮，在质感
和重量感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生在平时学习中不要以为自己画得多而导致松懈懒散，我们一定要把基础打扎实了，才能在
考试中脱颖而出。
       以水果类为主题的画面较为常见，水果质感新鲜，颜色鲜艳而响亮，无论是以其自身为主体或是与其他物体搭配作为副体，
它们在画面中往往都是一大亮点。
      水果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物体之一。各类水果大相径庭，从形态、质感、颜色等等都不相
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应多多地观察，多多地留意生活中各类水果自身特有的属性，这对我们的作画会有很大的帮助，在遇到
默写考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做到胸有成竹、所向披靡。

解惑之水果、器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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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
这

样
更

能
体

现
水

果
的

整
体

鲜
活

的
氛

围
。

步
骤

四
：

塑
造

，
可

以
先

从
主

体
物

着
手

，
注

意
主

体
物

不
锈

钢
器

皿
，

受
周

围
环

境
影

响
较

大
，

要
有

取
舍

地
对

其
进

行
塑

造
，

切
不

可
太

乱
太

花
，

从
整

体
出

发
，

化
整

为
零

。
塑

造
的

同
时

，
要

适
当

地
提

高
水

果
的

明
度

和
纯

度
，

但
细

节
上

要
有

微
妙

变
化

。
在

塑
造

主
体

物
和

前
景

物
的

基
础

上
，

要
展

现
画

面
中

的
局

部
，

抓
住

它
们

的
对

比
关

系
。

不
锈

钢
塑

造
要

注
意

：
由

于
反

光
性

较
强

，
不

锈
钢

上
往

往
出

现
复

杂
的

环
境

色
，

这
时

候
就

要
有

概
括

统
一

的
能

力
，

切
忌

画
脏

。

步
骤

五
：

塑
造

完
成

的
基

础
上

，
对

局
部

细
节

进
行

美
化

，
如

物
体

的
高

光
，

水
果

的
蒂

部
等

。
注

意
衬

布
的

灵
活

表
现

，
画

面
的

成
败

衬
布

占
了

重
要

地
位

，
在

平
铺

的
基

础
上

根
据

画
面

结
构

勾
勒

出
布

褶
的

走
向

。
注

意
前

后
虚

实
冷

暖
等

关
系

。
处

理
完

，
整

体
细

品
，

收
尾

结
束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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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画

步
骤

解
析

（
二

）
 

  
  

  
—

—
 玻

璃
器

皿
及

各
种

水
果

的
搭

配

原
图

解
析

：
 

 
这

组
也

是
较

为
典

型
的

三
角

形
构

图
的

静
物

，
红

酒
瓶

等
重

色
物

体
和

新
鲜

的
水

果
进

行
巧

妙
地

搭
配

，
对

比
强

烈
。

希
望

通
过

它
能

把
色

彩
所

涉
及

的
东

西
更

简
单

直
接

地
展

示
给

同
学

们
。

步
骤

一
：

根
据

实
物

照
片

，
物

体
所

占
空

间
及

位
置

，
合

理
分

配
，

同
时

要
注

意
画

面
两

端
的

重
力

平
衡

，
将

画
面

分
割

成
不

同
的

形
状

，
用

单
色

勾
勒

出
物

体
的

基
本

形
。

要
对

画
面

进
行

适
当

的
概

括
，

无
须

纠
结

。

步
骤

二
：

铺
大

色
调

时
只

需
把

握
画

面
大

致
色

彩
倾

向
即

可
，

作
为

底
层

铺
垫

，
为

后
面

的
层

次
叠

加
服

务
，

使
画

面
浑

厚
。

将
整

个
物

体
视

为
一

个
块

面
来

理
解

，
要

注
意

每
个

物
体

的
亮

暗
及

投
影

。
对

画
面

的
纯

度
关

系
、

明
度

关
系

进
行

排
序

。

步
骤

三
：

铺
好

大
色

调
后

，
用

较
为

放
松

的
笔

触
画

出
物

体
间

的
明

暗
关

系
。

从
局

部
放

眼
于

整
体

，
此

时
需

要
确

定
好

画
面

的
整

体
色

调
，

注
意

物
体

与
衬

布
之

间
的

关
系

。
在

提
炼

出
投

影
形

状
的

同
时

也
应

注
意

投
影

的
统

一
和

变
化

。

步
骤

四
：

塑
造

完
成

的
基

础
上

，
对

局
部

进
行

美
化

，
如

物
体

的
高

光
，

水
果

的
果

蒂
等

，
还

要
注

意
衬

布
的

灵
活

表
现

，
一

幅
画

面
的

成
败

衬
布

占
主

导
地

位
。

在
平

铺
的

基
础

上
，

根
据

画
面

结
构

勾
勒

出
衬

布
布

褶
的

暗
部

。
注

意
前

后
左

右
的

冷
暖

虚
实

变
化

。
处

理
完

成
后

，
即

可
收

笔
。

画
面

点
评

：
 

 
此

幅
画

面
是

较
为

常
见

的
静

物
组

合
之

一
，

也
是

考
生

必
考

的
题

材
，

作
者

在
刻

画
此

类
物

体
时

较
好

地
把

握
了

物
体

地
每

种
属

性
，

将
其

中
的

硬
朗

、
松

弛
、

滋
润

、
深

厚
统

一
地

表
现

出
来

。
整

幅
画

面
的

色
调

和
谐

、
优

雅
，

整
体

极
富

有
节

奏
感

。
每

个
物

体
的

纯
灰

、
冷

暖
都

表
现

得
很

到
位

。
值

得
我

们
学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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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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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组合之小色稿

  一幅和谐有序的色彩静物画，不单单是靠单个物体的色彩来完成的。对
于小色稿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小色稿的训练方法对初学者把握整体色调非
常有效，有助于养成照顾整体画面的好习惯。每个物体相互影响，对象组合后，
所呈现出的色彩气氛给人们以美的视觉感受。色调是色彩画的基础和灵魂。

  小色稿训练的重要性
  小色稿是色彩教学中必不可少的训练方式，它能在很小的画幅和极短的
时间内把对静物的观察捕捉到画面上，用色彩的方式快速地记录下来。通过
小色稿的练习可以锻炼绘画者对色彩的整体概括能力和色调的组织能力。
  小色稿练习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一，有助于捕捉转瞬即逝的色彩感觉。这一点是中长期作业不易做到
的。是否具备敏锐的色彩感觉是色彩试卷最重要的考试内容之一。
  第二，有助于概括地整体表现。小色稿因画幅的限制，迫使你将对象进
行简化，你只能画出大的色彩关系，也更方便你集中注意力去解决主要色彩
问题。
  第三，有助于合理地利用时间。一幅小色稿练习，多则花十几分钟，少
则四五分钟，正好可以弥补专业课时间的不足。

  图为一幅冷色调的小色稿，几个大的固有

色都较重，但互相之间呼应融合，画面中的果

盘明度较高的部分，使得画面活跃起来，不至

于因为重的色块而显得沉闷。

  此幅为暖色的小色稿，背景与衬布都是黄

色的底色，降低衬布的纯度，与水果色调相融合，

画面在和谐的同时又不缺乏节奏感。

  小色稿训练中还要注意的两点是光源

色和固有色。

光源色：

  同样的物体在不同的光源下，所呈现

的结果是不同的。如果在暖色光线照射下，

物体就会统一在暖色调中；如果在冷色光

线照射下，物体就会被统一在冷色调中。

当光线带有某种特定的色彩时，整个物体

就被笼罩在这种色彩之中。在表演舞台上，

不同颜色的灯光对舞台色调的影响就是光

线决定色调最明显的例子。

固有色：

  顾名思义就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颜

色，也可以说是决定色调最基本的因素。

  我们通常说某幅画面是绿色调、蓝色

调、黄色调、紫色调等，指的就是组成画

面物体的固有色，这些占画面主导地位的

颜色决定了画面的色调。
  上图为一幅中性色调的画面，要注意物体的颜色和环境色对背景的影响，物体的摆放基本上为三角形构图，

但是斜搭在画面中的花朵，使是整个画面的构图灵动了起来，画面中间的果子颜色较重，纯度较低，但水果的颜

色明度较高，与其形成对比，同时图中盘子的颜色巧妙地丰富了整个画面。

  上图中为一幅采用衬布补色对比的色调，考生在表现时略有难处，为了统一整个色调，环
境色是必不可少的。图中的不锈钢物体，虽然说是小色稿练习，但是也一定要把握它的度。图
中的不锈钢物体利用周围的水果、衬布等颜色准确地表达了不锈钢物体的质感，背景的颜色都
与水果的颜色相互统一，是色稿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上图中为一幅冷色的小色稿，小色稿很重视前期的块面转
折以及物体的固有色。拉开果子的前后纯灰关系，以及黑白灰
关系。

  此图与上图作比较，此图为暖色的小色稿，整个物体的纯灰
关系，以及物体的黑白灰关系，在小色稿中一定要体现出来。

  色彩不能孤立地说冷暖，要有至少两种颜色一起比较，其
实冷暖色调的区别是在对比中产生，是一种主观上的感觉，而
颜色冷暖的判断是根据颜色倾向来确定的，冷暖即色性，这是
心理因素对色彩产生的感觉。以下是练习冷暖的色调。



11励志教学系列丛书解 惑 色 彩10

静物组合之小色稿

  一幅和谐有序的色彩静物画，不单单是靠单个物体的色彩来完成的。对
于小色稿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小色稿的训练方法对初学者把握整体色调非
常有效，有助于养成照顾整体画面的好习惯。每个物体相互影响，对象组合后，
所呈现出的色彩气氛给人们以美的视觉感受。色调是色彩画的基础和灵魂。

  小色稿训练的重要性
  小色稿是色彩教学中必不可少的训练方式，它能在很小的画幅和极短的
时间内把对静物的观察捕捉到画面上，用色彩的方式快速地记录下来。通过
小色稿的练习可以锻炼绘画者对色彩的整体概括能力和色调的组织能力。
  小色稿练习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一，有助于捕捉转瞬即逝的色彩感觉。这一点是中长期作业不易做到
的。是否具备敏锐的色彩感觉是色彩试卷最重要的考试内容之一。
  第二，有助于概括地整体表现。小色稿因画幅的限制，迫使你将对象进
行简化，你只能画出大的色彩关系，也更方便你集中注意力去解决主要色彩
问题。
  第三，有助于合理地利用时间。一幅小色稿练习，多则花十几分钟，少
则四五分钟，正好可以弥补专业课时间的不足。

  图为一幅冷色调的小色稿，几个大的固有

色都较重，但互相之间呼应融合，画面中的果

盘明度较高的部分，使得画面活跃起来，不至

于因为重的色块而显得沉闷。

  此幅为暖色的小色稿，背景与衬布都是黄

色的底色，降低衬布的纯度，与水果色调相融合，

画面在和谐的同时又不缺乏节奏感。

  小色稿训练中还要注意的两点是光源

色和固有色。

光源色：

  同样的物体在不同的光源下，所呈现

的结果是不同的。如果在暖色光线照射下，

物体就会统一在暖色调中；如果在冷色光

线照射下，物体就会被统一在冷色调中。

当光线带有某种特定的色彩时，整个物体

就被笼罩在这种色彩之中。在表演舞台上，

不同颜色的灯光对舞台色调的影响就是光

线决定色调最明显的例子。

固有色：

  顾名思义就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颜

色，也可以说是决定色调最基本的因素。

  我们通常说某幅画面是绿色调、蓝色

调、黄色调、紫色调等，指的就是组成画

面物体的固有色，这些占画面主导地位的

颜色决定了画面的色调。
  上图为一幅中性色调的画面，要注意物体的颜色和环境色对背景的影响，物体的摆放基本上为三角形构图，

但是斜搭在画面中的花朵，使是整个画面的构图灵动了起来，画面中间的果子颜色较重，纯度较低，但水果的颜

色明度较高，与其形成对比，同时图中盘子的颜色巧妙地丰富了整个画面。

  上图中为一幅采用衬布补色对比的色调，考生在表现时略有难处，为了统一整个色调，环
境色是必不可少的。图中的不锈钢物体，虽然说是小色稿练习，但是也一定要把握它的度。图
中的不锈钢物体利用周围的水果、衬布等颜色准确地表达了不锈钢物体的质感，背景的颜色都
与水果的颜色相互统一，是色稿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上图中为一幅冷色的小色稿，小色稿很重视前期的块面转
折以及物体的固有色。拉开果子的前后纯灰关系，以及黑白灰
关系。

  此图与上图作比较，此图为暖色的小色稿，整个物体的纯灰
关系，以及物体的黑白灰关系，在小色稿中一定要体现出来。

  色彩不能孤立地说冷暖，要有至少两种颜色一起比较，其
实冷暖色调的区别是在对比中产生，是一种主观上的感觉，而
颜色冷暖的判断是根据颜色倾向来确定的，冷暖即色性，这是
心理因素对色彩产生的感觉。以下是练习冷暖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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