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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罐、白瓷盘与水果

张振宇  2003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长期从事美术高考辅导工作。

水彩作品先后入选“中国水彩画写生精品展”“纪

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美

术作品展”“黑龙江省首届新人新作展”“黑龙江省第

十届美术作品展”“炫——2011上海青年美术大展”。

获得第二届“李剑晨奖”水彩画双年展、黑龙江省第

十一届美术大展优秀奖和黑龙江省首届庆祝建党89周年师

生画展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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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一、素描的工具、材料

  1. 铅笔 

    铅笔有软铅和硬铅之分，以字母“B”和“H”区

分，如2B、6B、2H、3H等。“B”数越大，颜色越重，

“H”数越大，颜色越浅。铅笔易着色、易修改，适合进

行较细致的刻画，是初学者的最佳选择。

2. 炭笔

炭笔能画出明暗对比强烈的调子，有较强的表现

力，使用时可结合卫生纸或手指揉擦，使画面效果更丰

富。由于炭笔笔芯材质不反光，从远处观察画面时效果

较好。但炭笔的缺点也较明显，如不能用橡皮将线条完

全擦除、不易修改、不能像铅笔那样进行精细的刻画

等，初学者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3. 炭精条

炭精条表现力较强，根据运笔的轻重、缓急，可画

出层次丰富的明暗调子。运笔时可根据画面需要将炭精

条横卧或竖起，这样可使线条产生粗细变化。炭精条的

缺点与炭笔相似，不易修改和完全擦掉，不是和进行细

致的刻画，初学者不易掌握。

4. 木炭条

木炭条能画出流畅、富有变化的线条，但也不适合

进行细致的刻画，且在纸面上的附着力较差，画面完成

后需喷上定画液，否则很容易擦掉。

  5. 橡皮

    橡皮主要用于涂改及将线条擦得浅一些，运用得当

可表现出柔和的色调。

  6. 橡皮泥（可塑橡皮）

橡皮泥主要用于将较重的调子提亮，但不能完全将

笔触彻底擦掉。

  7. 纸笔

纸笔主要用于揉擦暗面或轮廓边缘的部分线条，使

其笔触的肌理感变弱，与亮面较明确的线条形成对比，

增强体积感和空间感的表现。但纸笔不适合处理较大面

积的暗部，只适合面积较小的暗部使用。面积较大的暗

面可用卫生纸或手指揉擦。

  8. 画纸

    画素描最好使用素描纸，这种纸有多种不同的厚薄

类型，纸面肌理的粗细也不同，有一定肌理效果的纸张

能更好地表现物体的质感。

    9. 画板和画架

  画静物素描用4开大小得画板为宜，画板表面要平

整。有条件可准备一个画架，也可用椅子代替。

除上述工具材料外，还要准备图钉或夹子，用于将

画纸固定在画板上。另外还要准备定画液，以避免笔触

背破坏或擦掉。

    二、排线方法 
    排线是学习素描的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练习。排线

时，线条要两头轻中间重，方向一致，疏密均匀，并能

变换角度和方向画出有轻重、深浅变化的明暗层次。在

排线时，主要运用手、腕、肘的协调运动来塑造物体的

形体、质感。常用排线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平行排线

  平行排线的线条要两头虚，中间实，线条间隔均

匀，方向统一。

  2.交叉排线

    交叉排线由两组以上平行线条交叉排列，线条的交

叉角度不要超过45°，这种排线方法在素描静物写生中

用的比较多。

  3.渐变排线

  渐变排线是通过用笔力度由重至轻或由轻到重的变

化来控制线条的深浅变化，主要用来表现结构转折的虚

实变化。

  4.直角边线

  从形的边缘开始，由外向内平行排线，然后再由上

铅笔 

橡皮 素描纸

纸笔

橡皮泥（可塑橡皮）

炭笔

木炭条

图钉及画夹

炭精条

画板与画架 定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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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到下交叉排线。

  5.弧形排线

    弧形排线指先沿弧形边缘线平行排线，然后再逐步

变换角度交叉排线与弧形衔接。

    另外，画完线条之后，为了使物体质感柔和起来，

可以使用手指揉擦的方法来产生虚实变化。这种方法多

用在暗部、背景及质感柔和的地方。 

三、素描的表现要点

1. 构图

构图是指所有物体在画面中的安排。在进行画面构

图时，要做到主体突出，主次分明，主体物一般要安排

在视觉中心的位置，同时还要注意画面的均衡与呼应关

系。形体在画面中的额大小、位置要适中，不要偏向一

边。作画时要根据对象的特点及画面比例尺寸来确定构

图形式。

2. 比例关系

在一幅结构素描中，各物体的大小、高低、粗细

以及线条、轮廓、画面边缘的长短关系要达到一定的比

例，画面才能和谐。准确表现对象的造型比例是非常重

要的。从形式构成的角度上讲，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指

画面的分割和整体构成上的面积关系。恰当的比例关系

和画面分割能使作品富有变化和活力。

3. 主次关系

在任何一个画面中，各物体之间总有差异和对立，

而这种差异和对立都是有某种秩序的，这样才能相互联

系、相互统一。画面中的主次关系主要是通过对比与协

调来体现的。在素描中，要强调主要形体的特征，而对

其他次要物体的形体则应与主要形体相对应地进行“同

化”处理，如运用虚与实、疏与密、强与弱等手法来体

现主次关系。

    4. 轮廓表现

      轮廓表现是对物体外形的描绘，表达物象的空间属

性。单纯的轮廓线是表达形体最简单的方法。在素描写

生中，作画者应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造型能力，

这样才能捕捉到物象结构上的细微变化。

      从造型上讲，轮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造型因素，

有了完整的轮廓线，就可以产生形体与背景的分离和形

体感。这种轮廓线是平面的，因此一般可以利用直线来

“切”出物体的形状，这样也有利于画准比例和形体。

    5. 结构表现

    对结构的刻画是为了表示物象的形体构造及各物体之

间的构成关系。而结构线的强调可以强化体积，创造三维

立体空间。在素描写生中，各物体的形体结构是相互遮

挡、叠压的，在用线表现时，可以体现出不同结构部位线

的相互穿插、叠压，并找出疏密对比，以表现形体的前后

层次关系。在表现正、侧、背不同朝向的面时，可以根据

特定的结构及其与光的关系，画出相应线条的粗细、浓淡

成角透视  

视点 

画面（虚拟）

视点、视平线 主点

平行透视  

倾斜透视  圆形透视  

天点

消失点 心点消失点 

地点

心点距点

灭点

消失点 

变化，以此表现形体的转折和结构的起伏。

    6. 整体关系

      素描的画面是由多个局部组合形成的，局部刻画很

重要，但整体效果要通过各局部的和谐、统一才能体现

出来。因此，在作画时，要始终注意画面的整体性，否

则，各个局部就会脱离整体关系而相互孤立。

四、透视知识

1. 透视术语

在观察静物时，由于作画者所处位置的高低、注视

的方向和距离的远近等因素的不同，物体的形象会与原

来的实际状态有不同的变化。如道路的两条边线会在最

远的地方汇聚成一个点、房屋越远越小，这便是透视现

象。下面介绍几个常用的透视术语。

基面：放置物体的水平面。在透视学中，基面是一

种假设的作为基准的水平面，是一种水平状态。

视域：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空间范围。

视点：作画者观察物象时眼睛所在的位置。

心点：视域中心与作画者的眼睛高度一致，并正对

着的一点。

平行排线

渐变排线 其他排线方法

不同方向的交叉排线

直角排线

弧线排线

视中线：视点与心点的连线。

消失点：视觉中心产生的倾斜的纵向水平线、平行

线所共同指向的一点。

2. 透视规律

    根据物象与作画者角度的不同，透视现象可分为平

行透视、成角透视、圆形透视和倾斜透视几种。

    平行透视：也称一点透视。就方形物体而言，物体

的一个面与画面平行时，其他与画面垂直的透视线均消

失在一个点上。也就是说，物体纵深方向的轮廓线将逐

渐消失于视平线的心点上。

    成角透视：立方体的两对边或两组直立面不与平行

面平行，而是形成一定的夹角，形成两个消失点，也称

两点透视。如果物体是多边形，消失点会更多。

    圆形透视：垂直与画面的圆的透视一般为椭圆形，

相互平行的圆距离视平线越远，弧度越大，表现出近宽

远窄、正宽侧窄的透视变化。

    倾斜透视：在作画者向下或向上观察时，视心线向

下或向上倾斜，画面也呈倾斜状态，这种透视现象就是

倾斜透视，又叫俯视或仰视。在倾斜透视的画面中，物

体的垂直线会向统一的方向消失，产生消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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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实物照片

步骤三：丰富调子层次，加强对体积感的塑造。茄子周围衬布的明暗关系略加表现

即可，过度刻画会喧宾夺主。

●《茄子》写生步骤

步骤四：整体加深茄子的明暗调子，深入刻画细节，使造型立体起来。茄柄及高光处要仔细刻画。

步骤一：首先画出茄子的外形轮廓、结构转折及衬布皱褶的大致走势。要抓住茄子

整体呈圆柱形、表面圆润、光滑的形态特征。

步骤二：画出茄子暗部及投影的色调，确立大的明暗关系。

p001-48-f2,f3张振宇静物素描-5407-b2.indd   4 12-7-6   上午3:59



05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实物照片 步骤一：首先用较浅的线条勾出青椒的外形轮廓及衬布皱褶的大致走势。

步骤二：从明暗交界线入手，画出青椒暗部及投影的大致色调，确立画面大的明暗

关系。

步骤三：丰富调子层次，加强对体积感的塑造。果柄处结构较复杂，但不要过度抠

画，以免喧宾夺主。

步骤四：深入刻画细节，使造型立体、饱满起来。青椒顶部高光比较多，但要区别对待，要有明度和虚实变化，不要画得过于平均。

●《青椒》写生步骤

p001-48-f2,f3张振宇静物素描-5407-b2.indd   5 12-7-6   上午3:59



06 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实物照片

●《苹果》写生步骤

步骤一：首先勾出苹果的外形轮廓和果柄凹陷处的结构，转折要交代清楚，然后画

出明暗交界线和投影的轮廓。

步骤二：从明暗交界线入手，强调其结构转折关系。苹果的外形轮廓接近球体，但

不能简单地画成一个圆形，要表现出体积感和虚实变化。

步骤三：加深苹果的暗部调子，反光要画得浅而透明一些。画出投影和背景处的调

子，调子要逐步加深，要注意由深到浅的层次变化。

步骤四：丰富调子层次，加强对体积感的塑造。由暗部到亮部的调子过渡要自然。

果柄体积虽小，但也要画出结构转折关系。

步骤五：深入刻画细节，使造型更加立体、饱满。注意暗部要画得透明一些。

p001-48-f2,f3张振宇静物素描-5407-b2a1b2F8.indd   6 12-7-11   下午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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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白瓷盘》写生步骤

步骤四：深入刻画细节，画出亮面较浅的调子，使造型立体、饱满起来。

步骤一：首先画出白瓷盘的外形轮廓。因透视关系，白瓷盘呈椭圆形。

步骤二：画出白瓷盘暗部及投影的色调，确立大的明暗关系。 步骤三：丰富调子层次，加强对白瓷盘体积感的塑造。衬布的刻画要概括。

实物照片

p001-48-f2,f3张振宇静物素描-5407-b2a1b2F8.indd   8 12-7-11   下午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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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实物照片

步骤四：深入刻画细节，使造型立体、饱满起来。

●《衬布》写生步骤

步骤一：首先用较浅的长线条画出衬布褶皱的外形轮廓，要注意转折、穿插关系和

大的走势。

步骤二：画出衬布暗部及投影的色调，确立大的明暗关系。 步骤三：丰富调子层次，要表现出结构转折和穿插关系。注意褶皱处不要死抠，要

平缓地过渡，以免产生僵硬感。

p001-48-f2,f3张振宇静物素描-5407-b2.indd   9 12-7-6   上午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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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照片

●《陶罐与苹果》写生步骤

步骤一：首先用较浅的线条勾出陶罐和苹果大的外形轮廓及结构转折，要注意二者

之间的大小比例关系。

步骤二：画出陶罐、苹果暗部及投影的大致色调，确立画面大的明暗关系。 步骤三：丰富调子层次，加强对体积感的塑造。陶罐手柄处体积虽小，但转折面比

较多，要注意结构的转折。

p001-48-f2,f3张振宇静物素描-5407-b2a1b2F8.indd   10 12-7-11   下午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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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深入刻画细节，使造型立体、饱满起来。最后从整体出发，对局部进行调整。

陶罐与苹果

香 蕉 、 梨 和 苹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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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步骤三：对画面中的各物体进行深入刻画细节，使造型立体、饱满起来。局部刻画

时要多与其他部位比较，要主义整体关系的和谐统一。

●《可乐瓶与苹果》写生步骤

步骤一：首先用较浅的线条勾出可乐瓶和苹果的外形轮廓及结构关系。

步骤二：画出可乐瓶与苹果暗部及投影的色调，确立画面大的明暗关系可乐瓶上中下

三部分的衔接要自然，瓶底的结构关系要交代清楚。

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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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可乐瓶与苹果

步骤四：进一步深入刻画主体物的细节特征，增强对体积感、质感和画面空间感的表现。最后从整体出发，对一些局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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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静物素描画法解析

步骤三：深入刻画细节，使造型立体、饱满起来。酱油瓶质感光滑，反光比较明

显，在表现时要进行主观概括，以免画“花”。

●《酱油瓶与蔬菜》写生步骤

步骤一：首先用较浅的线条勾出各物体的外形轮廓及结构，要注意相互间的大小比

例关系。

步骤二：画出各物体暗部及投影的大致色调，确立大的明暗关系。

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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