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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知识

第一章  基础知识 01

人物速写概述

速写速写，通常是指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快的速度概括地表现、记录生活中所见所感的一种绘画方式。速写

与素描一样，是绘画艺术的基本功，两者都是以最简单的工具、最单纯朴实的方式来表现对象和构筑画面 , 但

速写又有别于素描。画素描所用的时间比较充裕，对象又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画时可以从容观察、仔细分析、

深入刻画。速写却相反，画速写所用的时间较短，对象有时甚至处于瞬息变化的状态中，画速写时需快速敏捷

地感受对象的整体关系，捕捉对象主要的特征并简练概括地进行表现。人物速写是以人物为描绘对象的快速写

生方法。它对画者了解人体结构，提高造型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学习人物速写时应注意区分人物形象速写和人

物动态速写。相对来说，人物形象速写所表现的内容更为细腻和深刻，而人物动态速写着重表现人物身体动态，

对于初学者来说无论是动态速写还是形象速写，只有多观察，多练习，材能练就一手人物速写的硬功夫。

线描表现

画更线是速写中最常用的艺术语言。线条

本身就具备着独立的表达力，它可以不依

赖于色彩、明暗来表达对象的形状、结构、

空间、质感等，还可以从具体的形象中脱

离开，形成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线条的

变化非常丰富，应该注意的是，在一幅作

品中，用线最好有一个总体倾向性，要生动，

不能死板无变化，要表现出生动的绘画节

奏感。

明暗的表现

画更明暗画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光

源为根据的处理方法，另一种是黑白相衬

的方法。明暗画法是以光影的明暗调子来

反映形象的一种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

比线条画法更能表现物体的质感、色彩的

深浅和肌理效果。明暗画法既要考虑到物

体的形，又要兼顾物体的黑白关系。

线面结合的表现

画更速写常常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去表现

对象。对于形的结构、透视，线的表现力

比较强 ; 而对于形的立体感、色彩感、肌

理感，则面的表现力较强。线面结合可以

优势互补，使画面的层次更加丰富，形体

的表现也可以相对深入。

速写的表现形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人物的透视规律

在画要画好人物速写，首先要理解人物在常态下正确的比例关系。对于初学者而言，一方面要了解人体的基本

常识，并在实践中掌握和运用。另一方面也要去体会个体之间的差别，不能生搬硬套“标准”比例，因为每个

人都各不相同，各有其特点。因此，初学者更要努力地提高自己对于差异和细节的感受能力。

男女全身比例

铅笔人体是一个有机联合体。人体的整体比例关系，现在通用的是以人自身的头高为长度单位来测量人体的各个部位。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长相，高矮胖瘦不尽相同，其比例形态也因人而异。中国人的比例高度在七个半头高左右。

不同年龄段的比例

铅笔不同年龄段的比例划分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因为有发育的迟早和遗传等因素的影响，各年龄段的身高比例也只能是一个约数，一

个参考坐标。一般以自身头高为原尺来计算不同年龄段身高。

一头高

15 岁 10 岁 5 岁 1-2 岁

一头高

男 女

(1) 1-2 岁为 4个头高

(2) 5 岁左右为 5个头高

(3) 10 岁左右为 6个头高

(4) 15 岁左右为 7个头高

全身比例分段如下 :

复杂 (1) 头部

复杂 (2) 下巴到乳头

复杂 (3) 乳头到脐孔

复杂 (4) 脐孔到耻骨联合 ( 下方 )

复杂 (5) 耻骨联合 ( 下方 ) 到大腿中段下

复杂 (6) 大腿中段下到膝关节下方

复杂 (7) 膝关节下方到小腿 3/4 处

复杂 (8) 小腿 3/4 处到足底 ( 半个头高 )

全效教学 人物速写02



人物重心

观察重心是指人体重量的中心。从解剖姿势上看，重心在脐孔附近的腹内。从

重心画一根垂线正好在两脚中间，这根线叫重心线。

复杂 1. 单腿支撑的动态，重心落在支撑的脚上，胸与臀的对立关系十分明显，构成了单

腿支撑动态的典型特征。

复杂 2. 动态的重心由单腿支撑移到了两脚之间的支撑面以内，重心位置的改变，使胸与

臀的关系与动态特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复杂 3. 人物动态的重心在两脚的支撑面以外，由脚与辅助支撑物共同构成了支撑面，称

为有辅助支撑点动态。

动运规律

观察掌握人体的运动规律对画好速写至关重要。人体运动主要是由脊椎和下

肢的运动方式决定。脊椎的运动主要体现在胸与髋这两个体块的变化上。绘

画时要多观察颈、胸、腰之间的变化，同时还应多注意人物重心与动态线的

关系。

1. 头部、颈部的运动主要是由颈部的肌肉所决定的。

2. 躯干的任何运动都会牵引腿、臂和头 ,使人体产生动作。

3. 腰是运动的枢纽，运动的幅度较大。

4. 手臂运动变化很多，依据躯干运动可产生许多协调的动作。

5. 腿的运动变化也很多，它是躯干的支撑力量。

第一章  基础知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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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头部的画法

在画头部各部位的骨骼和肌肉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一个系统，不能孤立地去观察和描绘。作画时，应根据头部

的体积结构由表及里整体地联系地去观察和表现。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骨骼和肌肉上的显露程度也是不同的，

应区别对待。

在画人物头部是一个六面体，靠圆柱体的颈部支撑。颈部是人体比较灵活的部位，它的扭动关系直接影响头部

面向的变化，产生不同的透视。常见的有俯视、仰视、平视、侧视，这几种透视变化使头部各部位的比例关系

发生一定改变，要仔细观察和理解。

不同年龄段头部的刻画要点

复杂 (1) 青年人 : 青年人的肌肉紧致而饱满，皮肤

光滑而富有弹性。青年女性皮肤较白并且光滑，面

部不宜有较多阴影出现。画时要少上调子，用细腻

的排线带过或用手擦一擦即可 ; 青年男性面部线条

刚毅 , 皮肤较粗糙，因此在画时，可用较粗糙的和

明显的排线强调其特点。

复杂 (2) 中年人 : 中年人的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略微松弛，肌肉的变化对外部的结构会造成一定的

影响，画时要多观察多比较。中年女性面部会出现

皱纹，但不是非常明显，相对女青年面部的调子增

多，排线趋于明显，主要体现在阴影处 ; 中年男性

有着久经风霜的感觉，面部排线的间隔更大、颜色

更深，甚至可以用十分粗糙的线条去表现皱纹。

复杂 (3) 老年人 : 老年人的肌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

变得较为松弛，颧肌、咬肌、颊肌等部位明显下垂。

人年龄越大，性别特征越会被削弱，因此我们只需

找到人物的年龄特征。老年人的肌肉松弛程度强，

面部轮廓线的转折相当多，甚至有断断续续的时候。

并且面部褶皱深刻，脸上阴影很多，可用向下的、

运线较长的排线方式。

全效教学 人物速写04



手部的画法

在画对手部的刻画是最容易忽视的部分，这是因为难画，所以逃避对它的表现。手部的刻画主要是对手部结构

的表现，应注意刻画手指的关节处和手指甲，运用少许的明暗画重要的位置来表现形体。切记手一定要画得相

对方正、结实一些。要注意手部形体与身体的衔接，以及手部在某些特殊姿态中形体特征的表现。 

刻画要点

复杂 (1) 用较弱的虚线轻轻找准手的

基本形，切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

拼凑，丢失整体。注意把握手的腕部、

掌骨、指骨的基本规律及内在联系。

适当强调拇指和食指在众多动态中

的重要作用。

复杂 (2) 如果是线描，应用肯定的线

条果断加以表现，注意骨点处用笔

的顿挫缓急、轻重虚实。

复杂 (3) 如果是明暗的速写，可以先

拢上一层较弱的明暗关系，再用线

条表现，同时加强明暗对比，并画

出明确的虚实关系。

复杂 (4) 无论是线描还是明暗，都应

最后做整体检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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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部的画法

在画刻画脚部首先需要了解脚是由脚趾、

足弓、脚背和后脚跟等几大形体组成的。

穿上鞋子后同样需要体现出这些内容。

如果画鞋子时分不出左右脚，那就是对

鞋子与脚的结构还不太了解。大家可以

多临摹些名师的作品来积累经验。在速

写过程中还应注意不同鞋子特征的表现

及左右鞋子在空间中所产生的虚实强弱

的变化。对于鞋子的形状、质感以及鞋

底的厚度，都需要进行细致的表现。

全效教学 人物速写06

刻画要点

复杂 (1) 裤管的形一定要准，那是体现踝关节体积和角度的关键。对于左右鞋的款式要尽量做对称式表现，画完一只脚，再画另一只时，

务必参照前面的样式去画，就连花纹也要尽量做到一致。

复杂 (2) 对于鞋底的边缘线应忠实、肯定地去画。密切注意脚后跟、足弓处的穿插和遮挡。在练习时应注意鞋的款式，并对花式加以总

结和记忆。



衣纹的画法

在画画衣纹时，线的特性要求我们需要经过更多地主观筛选与重组，以获得一种美的线型组合。衣服的褶皱是

帮助我们表现对象最直接的一个因素 , 衣纹的多少，主要是由衣服的质地或人物的运动造成。不管衣纹是多是

少，处理时都应抓住主要的结构和动态线条，其余的根据画面构图的需要，作主观的审美调整。比如画手臂时，

肘关节处的衣纹是非画不可的。如果没有衣纹，手臂的转折关系就无法表现出来。

第一章  基础知识 07

刻画要点

复杂(1)衣褶可分为牵引型衣褶和折叠型衣褶。牵引型衣褶，靠近肢体、皮肤的部分较实，远离肢体的部分较虚;折叠型衣褶上端疏，下端密。

线条的运用应体现衣纹的疏密、轻重、粗细、虚实、质感及肢体的结构关系。要画出衣纹线的来龙去脉和衣纹下的体积关系。

复杂 (2) 裤脚部位由于裤褶的堆积要把形收住，并且要尽量画出裤子与鞋的质感区别。刻画时，需注意运用繁简的手法主动地处理画面，

使画面富有强烈的节奏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步骤分析

用单步骤一 : 分析人物的基本形。

从头部开始具体刻画，要注意头发

和面部的比例，头发的表现注意其

生长的走向和头部的转折关系。

用单步骤二:以画好的头部为基准，

从身体动态较突出的躯干部位着手

开始塑造形体，用线要注重结构，

简洁流畅，抓主要关系。

用单步骤三 : 顺势将腰部和臀部的

动态姿势带出，将腿部的转折交代

出来，注意转折处裤褶的变化及基

本形体的变化。

用单步骤四 : 调整画面时，衣纹密

集的部位增加线条，该稀疏的地方

减少线条。从整体出发进行调整，

结合五官、手、脚的细节使画面进

一步完善。

站姿的画法 ( 一 )

画法解析

苹果站姿的刻画重点在于重心的定

位和把握，其次就是人物头、手、

脚比例的确定。在进行局部刻画时

要果断、肯定。衣纹线的表现重点

在手臂、腿部、腰部。在关节的转

折处，处理线条宜画得实一些，接

触身体的衣物比较紧绷。注意前后

两腿和双手之间近实远虚的关系。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第二章 范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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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分析

用单步骤一 : 观察分析人物整体动态和趋势，确定构图。构图

既不能太空旷，又不能太拥挤。从头部入手，头部五官刻画遵

照“三庭五眼”的规律。

用单步骤二 : 顺着头部向下带出肩部、手臂的基本形，注意头

部、颈部、肩部和手臂的动态趋势和穿插关系。

用单步骤三 : 从臀部向下将大腿和小腿的转折交代出来，注意

转折处裤褶的变化。刻画时，自始至终都要分析、掌控重心与

身体之间的关系。

用单步骤四 : 从整体出发收拾调整，对五官、手、脚及衣纹的

细节进一步完善，注意衣纹用线的疏密、穿插关系。

站姿的画法 ( 二 )

画法解析

苹果从人物的头部开始画起。由

于人物站立的重心是在右脚上，

所以整个身体有向右微微倾斜的

迹象。果断的用线画出模特上身。

在线的处理上，要利用线的疏密

关系，整体地随着体积的转折来

画，这样可以使画面的节奏关系

丰富起来。要注意观察不同质地

衣服产生的不同的褶皱变化。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第二章  范画练习 09



步骤分析

用单步骤一 : 观察人物的形体特

征，用笔概括画出头、颈、肩关

系。并快速地画出衣领结构，衣

领细节的刻画要仔细，衣领处的

留白能衬托头部。

用单步骤二 : 接着画出手臂、躯

干，衣纹刻画要结合袖子的结构。

注意两件衣服之间的前后关系。

用单步骤三 : 画裤纹时线条要连

贯有力度，注意腿部的内在结构

与透视变化。

用单步骤四 : 明确手与脚部，注

意把握鞋子的样式、特征及脚部

形体的变化。在调整画面时，衣

纹密集的部位增加线条，该稀疏

的地方减少线条。

画法解析

苹果站姿的刻画重点在于重心的

定位和把握，其次就是人物头、

手、脚比例的确定。站姿的动态

关系需要把握住重心的同时把各

个局部的动态特征表达准确。全

身要把握住上身与下身的团块形

状对比才能彰显出站姿动态的美

感。站姿最忌讳上下一样粗，画

得跟柱子一样。

站姿的画法 ( 三 )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全效教学 人物速写10



步骤分析

用单步骤一 : 从头部开始塑造形

体，用线力求流畅自如。要边画

边比较，把握准大关系。

用单步骤二 : 从身体动态较突出

的躯干部位着手开始塑造形体，

用线要注重结构，简洁流畅，抓

主要关系。

用单步骤三 : 从臀部向下将大腿

和小腿的转折交代出来，注意转

折处裤褶的变化及形体的变化，

将画面的空间关系表现出来。

用单步骤四 : 进一步完成全身的

形体塑造，注意比较各部位的形

体结构关系，力求画面自然协调。

适当加一些明暗，使画面更加丰

富、整体，增加厚实感。

画法解析

苹果画站姿的腿部时，就要观察

腿部与整个身体的结构关系，以

头部大小为单位，进行整体观察，

确定腿部的形状与走向。确定好

形状之后，就要大胆地抓大的穿

插线条。因为穿插线条的对错直

接影响到人物的比例与结构的对

与错，所以画穿插线一定要冷静、

果断。

站姿的画法 ( 四 )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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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分析

用单步骤一 : 用轻松的线条确定人物在画面大体的位置后，从头部入手画出五官，将脸部结构加以

肯定，头发的刻画要注意体积的表现。

用单步骤二 :用实线快速地画出躯干、手、臀等部分。

用单步骤三 :臀部的刻画好坏会对整个人物重心造成直接的影响，在刻画时要仔细调整。

用单步骤四 : 进行衣纹的刻画，衣纹的变化要在人体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和归纳，要随结构而变

化。注意线条的方向、疏密、长短。最后丰富细节，调整完成作品。

画法解析

苹果坐姿有高坐和低坐之分，人物透视关系会随之发生改变，比例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刻画时要视

具体情况而定。要特别注意观察对象坐姿的高低变化和透视变化。局部的刻画依然是在画好衣纹线

的前提下进行。头部、手和脚的刻画依然是人物写生的重点。

坐姿的画法 ( 一 )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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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分析

用单步骤一 : 分析理解人物动作

特征，从头部开始塑造，头发与

五官的表现应注意透视角度的变

化。快速地画出衣领结构，衣领

细节的刻画要仔细，衣领刻画得

好能衬托头部。

用单步骤二 : 进一步画手臂、躯

干，衣纹刻画要结合袖子的结构。

注意两件衣服之间的前后关系。

用单步骤三 : 画出臀部和大腿、

小腿的动作趋势，注意形体转折

间衣褶的变化。

用单步骤四 : 丰富衣纹，注意多

比较，用线要体现结构穿插变化。

从整体出发进行调整，结合五官、

手、脚的细节使画面进一步完善。

画法解析

苹果正面坐姿中腿部有前后的透

视关系，表现时一定要把线条应

用好，腿部的主要线条就是裤子

紧贴在腿上的实线，所以这种线

一定要画得果断、流畅。画两腿

时，注意观察两腿之间的关系、

线的穿插和疏密，可以在局部适

当地画一些小线条进行疏密对

比，使腿部刻画更丰富。

坐姿的画法 ( 二 )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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