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红色相物体的颜色变化

1.亮面：亮面的红受冷光影响偏冷，调色时以

紫红加白为主。

2.灰面：灰面的红在亮面红的对比下偏暖，调

色时在红色的基础上略加橘红。

3.暗面：暗面的红最暖，明度也较低，调色时

需注意颜色比例，切忌调脏。

4.边缘线：物体的两条生命线之一，苹果的边

缘线要注意虚实，一般物体最下方靠近衬布的位置

边缘线最重。

5.环境色：物体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色彩变化

较丰富，所以红色物体的颜色不代表都是红色。

6.明暗交界线：物体的两条生命线之一，处理

时注意虚实变化。

7.反光：用笔要有虚实。

前言
本书学习重点

色彩考试主要是为了考查考生对色彩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正确的观察方法是画好色彩的一

个立足点。和素描一样，首先要用整体的、对比的方法来观察对象，只有这样才能看出色彩关系和变化来。

色彩静物考试的难点也是重点即静物的形体塑造。素描关系是色彩画的骨架，没有素描骨架的支撑，色

彩就会变得软弱无力，没有严谨的塑造，色彩画就没有说服力，也不会在考试中得到高分。

调色是画好色彩的关键，本书重点讲解作画时的调色过程，也是第一本有调色过程的水粉教学参考书，

建议学生用联系的方法动脑学习。注意调色步骤与作画步骤之间的联系，从中总结出一些调色技巧和经验，

尽早解决调色问题。

调色时一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调色时以两种颜色为主相互调和为宜，这样不会使颜色变脏。

2.尽量不要用太多种类的色彩，这样易使颜色变脏。

3.同类色相互调和颜色不易变灰。

4.对比色相互调和易使颜色变灰变暗。

5.提高一块颜色的明度可以加白或加比这块颜色明度高的颜色（对比色除外）。

总之，调色经验因人而易，在教学中我一般不强调不能这么画或不能那么画来束缚学生，鼓励学生大胆

尝试，实践出真知，自己总结的经验最宝贵。其实调色很简单，只要把握住关键就可以，调色的关键就是比

例关系，一块颜色要有明确的色相，调色时主色相的比例掌握好，一块色彩如果有了明确的色相就不脏了。

一、衬布的调色

1 .远景的衬布处

理时要比近景纯度灰一

些，明度、纯度相比前

景较低一些，同时注意

从左边到右边颜色的变

化。

2.远景衬布下方要

比上方明度低，这样会

减弱蓝衬布的边缘线，

加强画面的空间感。

3.注意背景对物体

亮部的衬托关系。

4.罐子上颜色的明

暗关系要统一。

5.注意蓝衬布亮部

颜色前后的区别。

6.蓝衬布和白衬布

的暗部都偏暖。

7.注意前面蓝衬布

边缘线的虚实处理。

1

3

2

7

6

5

4

3

1

4 7

6

5

2



2 >>>>>>>>>>>>>>>>优秀作品重点分析

组画讲解

1.注意罐子与环境的关系，罐子上的环境色一般用罐子的颜色加上衬布的颜色相互调和。2.罐子上实下虚，罐口的处理要认真。3.杯子的边缘线要注意虚

实，通过边缘线的虚实表现玻璃的质感。4.杯子口内背光的颜色以背景色为主，体现玻璃的半透明质感。5.玻璃的受光要体现光源色。6.高光注意用笔有实有

虚。 7.杯子上实下虚，下方处理时要把结构交待清楚。8.红苹果的处理冷暖明确，色彩鲜明。9.前景小物体的处理要虚实得当。既起到点缀画面的作用又不破

坏画面的整体效果。10.前景、中景、远景处理时注意空间虚实关系。11.盘子的边缘处理要认真，注意表现瓷制品的硬度，同时注意前后虚实关系。

瓶口与苹果窝的联系

1.瓶口与苹果窝的明暗关系和形

体结构关系基本一致。

2.苹果窝的背光面一般会有环境

色。

3.画苹果柄时用小号笔，用笔注

意虚实，明暗关系和投影都要交代清

楚。

实物照片 完整图

Y O U X I U  Z U O P I N  Z H O N G D I A N  F E N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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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亮部是由果身的亮部

和苹果窝的亮部组成

概括亮部的色彩，注意形和色的变化

 注意苹果灰面的基本形状 概括灰面色彩，同时注意色相的区别

注意苹果暗部的基本形   概括暗部色彩，注意明度和色相的区别

实物 

分解观察 

用色阶概括每个局部的色彩

 苹果窝的色彩关系 

苹果窝的分解观察 

苹果窝的实物照片

在本书中主要讲解观察

细节的重要性。

1.苹果的基本关系。

实物照片 黑白关系 色阶的明度变化 用色阶归纳苹果的色彩  

2.把整个苹果归纳为苹果窝、亮面、灰面、暗面四个部分。

3.每个人的色彩感觉都是不同的，在对物体色相的感觉一致的情况下，在颜色纯度、冷暖、明度上会有个体的差别，这就是色彩的魅力，所以对同一块颜色，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感觉是正常

的；但对不同的颜色，有些人会产生同样的视觉效果是不正常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色盲和色弱。所以我们表现物体时只要抓住规律就可以了，局部的色彩变化是灵活多变、因人而异的。

A          B

A    B

对于红黄相间的苹果，有人感觉偏黄多一些，有人感觉偏红多一些。

A    C

有时可以根据画面需要调整物体的色彩关系，例如，可以把苹果的暗部表现成上方亮，下方暗。

A    D

如果苹果在后面，为了加强画面整体的前后虚实关系，要减弱苹果自身的对比。

4.调色是表现色彩的主要环节，所以要注意方法和顺序，一般采用联系的调色方法和从亮到暗的作画顺序，这样能有效地避免调色脏、乱的情况。

A          DA          C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苹 果 的 讲 解
PINGGUODEJIA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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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稿：概括物

体基本形，找到明暗

交界线的位置，确定

基本的体积关系。

2.用联系的调色方法从苹果

的最亮部画起。注意每笔颜色的用

笔和方向。

实物照片

红 、 黄 相 间 苹 果 绘 画 的 详 细 步 骤
HONGHUANGXIANGJIANPINGGUOHUIHUADEXIANGXIBUZHOU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 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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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白色衬布亮面与暗面的明暗、冷

暖关系。

4.注意物体与衬布之间的联系。

完成稿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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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调色盘上不
同的色彩去表现衬
布上不同空间位置
的色彩变化。

我们在观察
事物时，主要采
用两种方法:

1.整体的观
察方法

2.对比的观
察方法。

绘画要点：
1.色阶的排列顺序

2.调色盘上色彩的联系

3.苹果色阶的代码，我们不难发现，看似凌乱
的客观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发现了规律，我们也
就找到了表现物体的方法，并且明确了作画思路。

色阶表现实物照片

调色盘上的色彩联系

苹果色阶的代码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 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调 色 与 表 现
TIAOSEYUBIAO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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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
基本特征
1.色彩纯度
较高。2.表
皮 较 为 圆
滑。

3.苹果的典
型结构特征
是 有 苹 果
窝。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不但物体自身的颜色有联系，而且各物体之间的颜色也有联系，有时
它们很相似，稍做调和就区别开了。

完成稿

1 2

3 4 5

6

实物图片 完成稿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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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稿。注意物体之间造型的区别，在比较中把物体的明暗关
系交代清楚。

2.把物体的亮部联系起来表现，先从最亮的物体的亮部画起，
然后比较着从亮到暗依次进行。

3.衔接物体的灰面，注意灰面颜色之间的区别。

4.概括物体暗部，用笔要大胆肯定。

实物照片

2

3

4

1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 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火 龙 果 、 苹 果 、 橘 子 的 详 细 步 骤
H U O L O N G G U O P I N G G U O J U Z I D E X I A N G X I B U Z H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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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画衬布亮部色彩，因为都是白布，所以明度区别较小，
表现时多注意色彩倾向的不同。

6.画物体的投影和衬布的暗部。注意亮部冷、暗部暖，亮
部灰、暗部纯的特点。

5

6

完成稿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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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色彩亮丽、外形饱满，
是高考常考的内容之一，抓住物
体的特征去表现。     

菠萝的主要特征：   

1.色彩纯度较高，代表色主
要是橘红、橘黄;    

2.体积感强;    

3.表皮粗糙，一般反光相对
较弱。  

鸭梨的基本特征：    

1.色彩纯度相对较高，一般
以黄颜色为主；     

2.造型特征明显，头大、身
小、蒂长；     

3.体积感强。

步骤解析：
1.起稿，确定画面素描关

系。

2.鸭梨、菠萝和剥开的橘子
的亮部颜色很近似。可以联系起
来画，调色以中黄、土黄、白色
为主（先画亮部的好处，对于初
学者可以避免把颜色画脏）。画
灰面颜色时注意灰面每个局部的
色彩变化，用笔要轻松概括。   

3.表现衬布的褶纹时用笔要
概括，亮部、暗部的色彩冷暖关
系要准确，物体的投影一般要比
衬布的暗部更暗一些。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 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菠 萝 、 橘 子 、 梨 子 的 详 细 步 骤
B O L U O J U Z I L I Z I D E X I A N G X I B U Z H O U

1

2

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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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整画面整体关系，注意画面主次和前后虚实
的处理。       

完成稿：一般情况下第一遍色彩干后会变灰，那
么就等干后再画第二遍色彩，第二遍颜色比较稳定，
这一遍色彩进一步丰富亮部的层次。画菠萝时要概括
细节，把握好整体关系。

4.深入表现橘子的结构和形体特征，调整物体与背景的关系，注意背景对物体
的衬托作用，注意轮廓线的虚实。

水 果 的 调 色 分 析S H U I G U O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4

5

完成稿



12 >>>>>>>>>>>>>>>>陶 罐 的 调 色 分 析 T A O G U A N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实物照片 1

2

4

5

6

7

7 .画陶罐下
方釉色，纯度要
比香蕉灰，用笔
要概括。

6 .画香蕉暗
部色彩，注意两
个香蕉的前后关
系。

5 .等香蕉亮
部颜色干后衔接
灰面色彩，同时
注意灰面不同空
间位置的色彩区
别。  

4 .画陶罐暗
部色彩。注意暗
部上、中、下三
个空间位置的色
彩区别。暗部与
灰面的明暗对比
需要加强。 

3 .衔接陶罐
灰面颜色。注意
灰面每个局部的
色彩变化，用笔
要轻松概括。

1.起稿，交代出物体的
基本结构关系和明暗关系。

2 .画香蕉亮部色彩。
调色以中黄、土黄、白色
为主（先画亮部的好处，对
于初学者可以避免把颜色画
脏）。在香蕉颜色的基础上
调入赭石、群青等颜色画陶
罐的亮部色彩。 

3



13陶 罐 的 调 色 分 析T A O G U A N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8

9

10

11

完成稿

完成稿

1

8.画白布亮部
色彩，颜色以白和
浅蓝为主。

9 . 画 白 布 暗
部色彩，颜色以黄
灰为主，加入少量
蓝、赭石，调出不
同明度、纯度变化
的黄灰色，来表现
不同褶纹的暗部。
香蕉的投影一般要
比衬布的暗部更暗
一些。投影本身要
有明度和纯度的变
化。

10.画蓝灰衬
布亮部色彩。衬布
褶纹的造型要概
括。

11.画蓝布暗
部色彩，注 意 亮
部、暗部的色彩冷
暖关系要准确。  

完成稿：深入刻画物体
各部分，调整整体关系。 

画暗部色彩。注意两
点：

一、在明度对比上，暗
面与灰面的对比度要大于亮
面与灰面的对比度，这样表
现能加强物体的立体感；

二、在色彩上注意冷暖
关系，暗面暖，亮面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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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罐子的躯干部分可以理解成球体，注意亮面、亮灰面、灰面各部分
上、下、前、后、左、右的色彩区别。一般罐体下方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较
大，偏暖偏灰；罐体上方受光照较强，偏冷偏亮。

1.先从水果入手，整体观察，
局部表现。黄果的亮部色彩主要以大
量的黄、白和少量的红表现，注意亮
部的上、下、前、后空间关系。  

2.画黄果的灰面，
要注意灰面各空间位置
的区别，灰面之间冷暖
对比要加强，明暗对比
要减弱。

3.画黄果的暗部，应少加
白，以免画粉(如果想提高一
块颜色的明度，同时还不能降
低它的纯度，那么可以用明度
高的纯色代替白色)？

4.画红果的亮部。这
个角度红果出现两块亮
部，分别是苹果窝的亮部
和果身的亮部，注意两块
亮部的色彩区别。

5.红果的暗部要
偏灰、偏暗，来衬托
亮部的纯和亮。

6.罐口内侧为黄色相，纯度偏低，先画大的明
暗，注意明暗对比要强于看到的实物的明暗对比。

7.画罐口。注意：(一)罐口的结构，罐
口的内侧、外侧和罐口的顶面要交代清楚；  
(二)注意罐口顶面前后左右各空间位置的蓝色
的区别，色彩要有纯度、冷暖和明度的变化。

8.罐子颈部可以概括为圆柱体，它
的明暗关系和罐口内侧正好相反。罐口
内侧的明暗关系是左侧亮、右侧暗，罐
子颈部的明暗关系是左侧暗、右侧亮。

10.画罐体的暗部。这是画面最暗的区域，包括罐口暗
部、罐颈暗部和罐体暗部三个主要部分。画时要注意各部分之
间的区别和自身的虚实关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陶 罐 的 调 色 分 析 T A O G U A N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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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画黄灰色衬布的亮部。颜色以黄为主，加少量土红、天蓝的倾
向色，用色要概括、放松，对形要有取舍，不需要完全照搬静物原形。

12.画黄灰色衬布的暗部色彩。以暖黄色为主，加少量土红和
橄榄绿进行调和，区别开水果和罐子的投影，以及衬布暗部之间的
色彩。

13.画远处背景。用笔概括，用色要偏冷
偏灰。

14.深入
红果，注意
与背景之间
的联系。

15.深入刻画蓝罐，注意与远处背景和
黄灰衬布的联系。

16.调整画面。加强主次、前后、虚实关
系，基本原则就是前实后虚，前亮后暗，前纯
后灰，前暖后冷。

17.调整衬布，概括衬布亮部。突出
画面主次关系，加强光照效果，使画面响
亮明快。

作品分析
这是一组比较常见的静物。它的基本情况是：1.五件物体，分别是一个陶罐、两个水果、

两块衬布。2.红、黄、蓝三个基本色相。3.明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红果、黄果、蓝色陶罐、黄灰
色布、白布。应根据物体之间的色相、明度、纯度关系有步骤，有区别地表现它们的主次、前
后、虚实、体积空间关系。

11 12

13

14

15
16

17

陶 罐 的 调 色 分 析T A O G U A N  D E  T I A O S E  F E N X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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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从水果入手，整体观察，局部表现。 
水果的亮部色彩调和时主要以大量纯色、白和少量的倾

向色，注意亮部、灰部各空间位置的色彩区别，水果的暗部
要偏灰、偏暗，来衬托亮部的纯和亮。

2.罐子的基本结构包括罐口、罐颈和
罐体三个主要部分。画时要注意各部分之
间的区别和自身的虚实关系。       

①画罐口。注意罐口的结构，罐口的
内侧、外侧和罐口的顶面要交待清楚。

②罐子颈部可以概括为圆柱体，它的
明暗关系和罐口内侧正好相反。罐口内侧
的明暗关系是右侧亮，左侧暗；罐子颈部
的明暗关系是右侧暗，左侧亮。

③罐子的躯干部分可以理解成球体，
注意亮面、亮灰面、灰面各部分上、下、
前、后、左、右的色彩区别。一般罐体下
方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大，偏暖偏灰，罐
体上方受光照较强，偏冷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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