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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大高等美术学院的造型专业考试把白描速写作为一项必考的科

目。高考白描速写的要求是从结构基础出发的，既要考查绘画基础，如形体比

例、结构关系、线条表现及熟练程度等，又要体现出考生自己的特点和追求，

全面反映考生的素质。目前，高等美术院校对默画考试形式有所偏重，无疑是

对考生是否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理性的分析能力、正确的表达能力方面的综

合检验。因此考生必须了解和掌握高考速写的各项要求，长期、全面地培养自

己的速写能力，临考时方能胸有成竹。

我国绘画中的线描（也称白描），实际上也是素描形式的一种。它主要是

运用单色线条来表现中国画家对自然物象的心理感受，不但重在形体本身的结

构，而且还着重研究由这些结构所造成的物象精神实质。在表现物象时，用线

基本上排除了单从固有的物象出发或有条件的西方素描的观察、表现方法，以

笔墨放笔直取，从而形成了中国画以线描为造型基础的审美特色。

对于美术专业初学者来说，白描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训练课程，总的来讲

它现在已被归到速写这个大范畴了，和古代所讲的白描略有不同，但精髓是

不变的。它的作用在于培养绘画艺术的学习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对物象的感受

与认识能力，以及迅速捕捉形象的表现技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白描速写的

表现可以相对准确地了解和提高绘画质量。在美术高考科目不断改革完善的前

提下，始终把速写当成必考科目，其根本原因在于速写本身所存在衡量学生艺

术素质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白描速写的认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求

快速用线条来表达形体，时间的长短、速度的快慢，要根据具体对象的不同情

况和作者不同的艺术追求而定，而对白描速写的判定，更注重的往往是表现形

式是否简约概括，用笔间是否更能体现线条的韵味。“写”则指写生，同时

也是对表现目的的要求。“写”既是记录和表现作者对描述对象的客观认识和

感受的一种方法，又是表现客观物象本质的一种形式，也是对表现方法的制约

和具体限定。在相对短的时间里，速“写”要求对物象的表现要概括、简练、

肯定，既形神兼备又不拘泥于小节，时间短促又从容不迫，方法简约但意味深

长。因此，只有“写”才能最充分地记录作者对客观物象的真实感受，也最能

体现出作者的写生功底与艺术修养。

  人物速写的训练，要讲究方法，所谓方法，即是训练的规律，人物速写的

学习，任何一个人都要经过一个由生到熟的过程，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一般都

是时间上由慢到快，再由快到慢，最后达到快慢随意的程度。人物动态的安排

上通常都是以静止动态入手，动态特征与服饰变化也由简单到复杂。人物速写

的动态则可由静止动态逐渐过渡到活动中的规则动态和不规则动态。经过一段

时间这样的训练之后，造型上会熟练起来,抓形的速度自然会变得较快，此时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形体比例基本准确的基础上将动态画生动，学会如何进行

适当夸张，表现虽然仍不免板滞，但应力求画得丰富一些。笔者根据多年的教

学经验也总结出了一些方法和心得同给大家一起研讨。

（一）人物特征的表现 

人物头像不仅有复杂的结构，更有丰富的表情。在循序渐进的素描

写生中，先训练抓“形”，在较熟练地掌握了形的基本规律后，逐渐达到

“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这样便要求塑造头像时注意模特儿的形象特征。  

    头像生动神态的捕捉，主要取决于五官表情区的刻画。安格尔说：“画头

像时，一个艺术家所最关心的就是让眼睛说话，即使是一般的眼睛，首先应该

画眼窝，然后过渡到隆起的鼻子。”眉毛的运动方向也是表情的关键，嘴角对

微妙表情的变化反应更加细致准确。 

（二）另外，手在某种精神状态下的意识的反应，也会把面部要隐藏的东

西暴露出来。画家所作的是把他对手的观念与真的手的概念统一起来，用真的

手的概念去研究手的用途、使用方法和规律。画手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从几

何结构，即从圆柱体、立方体来理解手的结构，手的表现、手的性别等等。

手的具体画法：手由27块骨和16个关节组成，手背的形状几乎由骨骼决

定，手骨由腕骨、掌骨、指骨组成。腕骨有8块，和足部跗骨一样呈不规则

形，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

具体描绘手时，要掌握手的比例、大小和体积。手的体积有两部分：

（1）手掌，（2）手指，手平放从侧面看，腕关节高，指关节倾斜，被称为

“降阶式”，像一级一级降低的台阶。 

（三）衣纹：衣纹的表象来自人体的结构和自身的质地，初学者要了解产

生衣纹的原因：（1）与人体的形体结构相一致，是力的作用，与人的运动或

外力有关；（2）与服装本身的样式有关；（3）长期折叠形成的；（4）衣服

自身垂力产生的垂感。

（四）线型与衣料的质地。由于衣料的质地不同，影响衣纹的形状，如

丝绸类的质地较薄的衣服，衣纹多而密，线型也较柔圆；麻布等硬质类的衣

纹多用折线、直线，线型方而短；呢绒及化纤织物，衣纹少而挺。我国传统绘

画对衣着的造型，也有很高见解，并总结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绘画的完整的表现

样式，沈宗骞在《芥子图学画编·人物谈话》中说：“周围骨骼要从衣外看

出，何处是肩，保处是肘……，凡此皆骨骼之隐于衣中，而于作纹时随笔写

出。”“先将裸体骨骼约定，后施衣服。”其中道出衣服结构与人体结构之间

的关系。

以线为主画衣纹，须更加重视衣纹的提炼、概括和取舍。写生时要充分发

挥线条的疏密、长短、虚实节奏等效果，有时并带有一定的装饰性，这一点在中

西绘画中有异曲同工的一致性。

（五）全身人物着衣写生

它是肖像画的一种，也是收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手段，它在胸像的基础上更

推进一步，要求画者对整体了解并掌握，对人物形体各部分的刻画与协调的能

力有所提高。对人物个性的体现将是全面的，甚至包括场景在内。

（六）小结素描（线描）人物写生，综合起来说就是先由头像、胸像、半

身像、全身像四阶段的写生训练组成，每个阶段的要求不一样，但从整体到局

部，由局部再到整体这一方法是不变的，多训练、多研究、多比较，方能取得

进步。

重视“意”的造型和表现，既师法自然，又不为自然所役；追求神形兼

备，并把神的表现置于首位；讲究笔墨趣味，以加强艺术的感染力，这些都是

我国人物画的优良传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

人物画在现代中国画中的地位，越来越显得突出和重要，它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的鲜明特色，不但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同时也为世

界各国人民所推崇。今天的中国人物画，必须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只有在

传统的基础上继承发展才有可能更好的传承。这首先是要了解和熟悉它的发展

过程，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和总结它的发展规律。

总之，艺术是永无止境的。为了使我国的艺苑更加繁荣，发扬光大我国

的绘画传统，让我们的中国画愈加绚丽，那么就有必要深入地了解一下千年来

的传统精华，细嚼、消化、吸收，然后扬长避短、求同存异、化古为今、以借

鉴补益。本书的出版也是希望为众多喜欢白描绘画的学子提供学习和探讨的机

会，尽管汉唐的艺术巅峰已离我们久远了，但我们的传统和精神还是在的，也

希望白描这种艺术形式能在一代一代的画者中传承下去。  

                                              2008年6月于北京

画面气氛比较好，人物动态神情各有特点，站立的、坐着的，甚至还有半躺的，总之形态各异，不死板，线条的流畅只能用

舒心来形容，疏密与层次完成得都非常出色。作者合理地组织了其他物体的运用，丰富了画面，如：写生灯、椅子等，人物之间

的层次感很好，道具的加入让整个场景活了起来，使整个场面浑然一体，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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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幅画面注重细节的刻画与深入，抓出了亮点，将毛衣衣纹进行仔细推敲，注意用衣服的纹路体现形的变化，人物头发的处

理也是轻松自然，以此来丰富画面效果。包括鞋带和袖口向外的褶皱纹理，作者都做得十分讲究，经过了仔细的斟酌。

白描/人物组合—坐姿画

画中的长发女青年的绘画步

骤解析

1.画面中是正在作画的同学，形象生动。

第一步要将形象感画足，背部、腿部的结构线

必须准确。

2.由于是大侧面，耳朵成为五官中最为重

要的，因此不能忽视。头发也很有特点，向后

包裹着向下搭垂。

3.这一步主要是注重衣服、裤子等细节的

描绘，要表现出其特点，连坐垫和热水杯都不

能忽视。

4.毛衣的纹路可以大致分一下，分清主次

关系，进行不同程度的刻画，腿部的转折衣纹

要轻松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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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清晰流畅，在衣纹转折、五官刻画、手指上的细节、鞋底的图案、袖口和领口等小细节方面，作者都是慎重用笔、仔细

推敲的，特别是脸部，脸蛋的外轮廓线挺拔而有力，屏气凝神，一鼓作气画下来，精彩、漂亮，高超的技艺尽显画中。

1.坐姿的表现要求对形体有很强的洞察

力，勾画出身体各部分的位置、比例和轮廓，

用笔一定要干净、准确。

2.从面部开始进行推敲，五官的外形和位

置要准确无误，头发要分出不同的动向，手要

刻画仔细。

3.将鞋的特点画出，来丰富画面，注意鞋

带的穿插。五官再进一步细致深入，瞳孔此时

可以表现出来。

4.将转折处的衣纹、裤缝都表现出来，要

注意某些衣纹的深浅度不能和结构线雷同，要

有轻重虚实的对比。

白描/人物组合—盘腿坐

姿的短发女青年的绘画步骤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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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的动态相对来讲是画面的难点之一，而作者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模特坐姿轻松、自然，线条流畅、肯定，合理地处

理了衣纹的疏密关系，使层次明确，强调画面，重视整体效果。

白描/人物组合—手臂倚

靠椅子而坐的女青年的绘画

步骤解析

1.要注意该模特上身与腿部的扭曲，以及

整个人体和椅子的关系，因此先画出椅子的外

形，来确定整个人物的形态。

2.由头部开始进行深入，俯视的五官、搭

在鼻头的眼镜以及两手的交叉关系在这一步都

要刻画出来。

3.进一步强化细节，鞋子的特点、裤子的

褶皱和衣服的拉链等都要加以明确，做到仔

细、认真的刻画。

4.可以在袖子、裤子、衣领等地方加以细

化，因为这些都是增加画面效果的地方，但前

提必须是观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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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心主要集中在右脚，要注意头与整体

的重心及动势的向前倾斜的趋势，还有肩线与

双脚的倾斜度。

2.从头部开始刻画，可以用小的线条表现

短发的感觉，鞋子以及一些衣纹的感觉可以先

抓一下。

3.进一步地深入，手臂的褶皱与衣服、裤

子可以形成一种疏密对比，五官的位置比例也

要确定下来。

4.衣兜、拉链以及裤子都要加以深入，增

加衣纹组织、穿插的层次感与丰富性，整体的

形象感还要保持准确。

此幅画线的层次处理比较明确，外轮廓及结构线明确、用力肯定，很好地勾勒出了大的形态动势及形体间的组织形式，而衣

纹线及装饰线明显松动、虚化一些，内衬衣的横纹可以丰富画面，层次对比明显，整体还需进一步加强。

白描/人物组合—双手插

入衣兜站立的男青年的绘画

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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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站姿模特的身体比例要重点测量好，看

准确。抓住大的动态线，并要肯定大胆，注意

透视关系。

2.刻画五官时注意表现一下模特的神情，

注意转折处的“密”与非转折处的“疏”的刻

画。例如：上臂和肘部转折处。

3.注意两手的位置和包的关系，同时要把

脚刻画出来，鞋底、鞋带都应给予表现，裤子

的缝隙也是不能放过的刻画点。

4.在完整的基础上增添细节，注意不要琐

碎，加在应该刻画的地方，例如：衣服的转折

处和质感变化的地方。

线条松动、潇洒，却能准确地表达衣着的质感，模特面部刻画得十分精彩，作者用线言简意赅，而形象却表达得很清楚，头

发的处理层次明确，衣纹的穿插也做到了有条不紊，很多地方有出彩的细节，使画面有“精神”，只是部分地方略显凌乱。

白描/人物组合—站立背

包的女青年的绘画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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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特的蹲式动态要注意，头与肩的关系

要正确，从上到下大概是五个头的比例，大的

结构线肯定、准确。

2.头部和手部的形象要初步确定下来，也

要明确他们的位置，但整幅画面还是要保持松

紧有度。

3.腿的结构、手臂的结构以及椅子的形象

可以确立清楚，五官的俯视感觉要表现好，注

意面部透视。

4.鞋子的形象感要观察清楚，衣服的纹理

要虚一点，并且穿插准确，和形体结构很好地

结合在一起。

模特动态处理得比较准确，头部俯视的感觉表达了出来，并且透视角度也很正确，腿部的前后关系也做了区分，胳膊部分交

代得比较精彩，线条的疏密处理很好，衣褶既丰富层次又分明，手部和脚部也都做了细化，显示了作者较强的功底。

白描/人物组合—趴在椅

子上用手机发短信的男青年

的绘画步骤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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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动态造型把握得比较准确、到位，特别是人物面部特点表现得很精彩，用线不多却很充实，脸庞的轮廓线很有弹性。

衣纹的处理比较放松，但穿插密集处和结构转折处作者还是用心经营的，裤子和鞋的处理还是凸显作者的细心之处。

模特上身向后扭转的动态作者处理得比较到位，头和躯干为一个层次，下肢又为一个层次。侧面脸的轮廓处理很有味道，棱

角分明，眼睛很传神，密集的线画出的围巾加强了疏密对比，使头部周围成为画面中心，衣纹的穿插及细节也合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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