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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物素描》

内容概要

静物素描
叶十庆
一、静物素描写生的目的
静物素描写生是学画者从几何模型素描过渡到人物素描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在静物素描写生当中，学画者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物体的形体结构、比
例、透视和明暗调子的规律，以及如何表达物体的体积感、质量感和空间感。通
过写生练习，训练和培养学画者正确的观察分析写生对象的方法和表现对象
的方法。
二、如何画静物素描
（一）选择写生对象
静物素描的写生对象范围广泛，陶瓷器皿、蔬菜瓜果、书籍文具、生活用品
等，皆可入画。或直接取室内一角，或在桌上、地上布置一组物品，都可以构成
幅颇有情趣的素描作品。但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常用的还是选择几样形体简洁、
大小有别、色泽质感各异的物品配上合适的衬布，在稳定的光源下，摆出一组静
物组合。在摆设静物组合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各物体的搭配要合理。如鲜花与花瓶、蔬菜与菜篮、安全帽与扳手等。
2.注意构图的平衡与变化。各物体的高低、大小、色泽、质地要有区别，要考
虑黑、白、灰的布局效果，做到高低错落，疏密相间，黑、白、灰相互映衬，平衡而
和谐。
3.主次要分明。摆设静物时要注意有主有次，大的物体一般放置在靠中间
的位置上，然后配置一些中、小的物品。一般来说，大的、黑白对比强烈的，靠前
的物体易吸引观者的视线而成为画面的主体。
4.衬布要起到烘托整个画面的作用。衬布色度不宜过重，布纹的安排要疏
密有致，富于节奏，与物品的摆设和谐统一。
（二）观察与分析写生对象
学画者在动笔画一组静物前，一定要有观察与分析的过程，这好比写文章
前的打腹稿阶段。要考虑这组静物的主体是什么，各物体的形体特征怎样是中
哪
哪儿个立万体组成的，它们形成了什么样的透视及比例关系，哪些部分受光，哪
些部分背光，黑、白、灰的关系是如何分布的，怎么画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等。这就
叫做“意在笔先”。
（三）循序渐进地描绘写生对象
1.构图和打轮廓
①构图：构图就是将被画物体合理地布置、安排到画面上。构图的好坏直接
关系到一幅画的成败，它不仅影响到作品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会影响作画者的情
绪。因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摆设静物时，已经考虑了构图的因素。写生时，
则是选择最佳视点，以及如何按比例将静物组合转移到画面上的问题。
构图中，学画者应注意避免以下几个常见的错误：
满：即把物体画得太大，挤满了整个画面，以致使画面显得拥挤、缺乏空间感；
空：与“满”相反，即把物体画得太小，使画面显得空洞，不充实。
偏：物体的位置安排不合理，使画面一端拥挤不堪，另一端则空空荡荡，缺
乏平衡感。
②打轮廓：用笔将整组静物的最高、最低，最左边和最右边的位置在纸上定
下来，然后用直线轻轻地将各点连接起来，从而使整组静物简化为一个几何图
形。要注意高低宽窄的比例关系及几何图形在画面的布局，避免构图的满、空、
偏问题。
根据各物体的结构，画出它们大致的轮廓。物体的轮廓分内和外两类。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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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指物体的外形边缘，内轮廓则指物体内部体面转折的交接处。此外，衬布的外
形与布纹的形状，也要勾画下来，但要注意与物体的主次虚实关系，尽量简练、
概括。然后，进一步分析描绘物体的几何形与结构形，为上明暗色调作准备。运
用几何模型写生训练所建立的对物体的认识观念，观察、分析物体各部分的组
合与构造、连接与穿插关系，外轮廓与内轮廓的关系，用直线分出大的体面。这
一阶段的关键是注意既需要画出物体的形体结构和比例特征，又要概括、简练、
结构明确、虚实得体，并要运用透视原理的知识，准确地描绘各物体上下、远近
的透视变化。
2.铺大明暗色调
在对写生对象进行了充分的观察分析，了解其大的形体结构之后，就可铺
大的明暗调子了。明暗色调的形成，是特定的光源作用于物体及物体白身周有
色差异的结果。所以，首先要明确光源的方向。物体被光源照射的那些部分称为
“亮部”，背离光源的部分或因其它物体遮挡而形成的阴暗部分称为“暗部”。此
外“亮部”中的某些点、线、面受光源的直射，就形成了“高光”，同时由于物体的
形体结构原因，某些体面只接受到光源的侧射，就形成了“灰色面”“高部”与
“暗部”的交界处，由于亮与暗的对比，和环境对此处的反射光很弱，显得尤其深
暗，这些地方被称为“明暗交界线”；而那些受环境的反射光影响的某些面则称
做“反光”，它们是“暗部”中稍亮的部分。另外，光线被物体遮挡后在其它物体上
形成的暗的色块就称为“投影”。
“亮部”（包括“亮光”和“灰色面”）和“暗部”（包括“明暗交界线”、“投影和反
光”）是形成画面明暗色调的重要组成部分。画面黑、白、灰的关系，就是由各个
色度不同的物体以及各物体所具有的这几个不同的明暗色调构成的。比较、观
察、分析它们的深浅变化，并结合对物体结构关系、体面关系的理解，合理地在
画面上表现出来，就是对学画者的基本要求。
铺大的明暗色调应从确定明暗交界线开始，用稍软一些的铅笔（2B、3B）画
出大的“暗部”，一些关系到物体结构与体积的“亮部”的“灰色面”，也需要大体
加以表示。在这个阶段要注意先画“暗部”，再画“亮部”，二者对比要明显，形体
结构要明确。暗部不要画得太重，应留有余地，并注意整个画面的完整性。
3.深入刻画与整体调整
深入刻画与整体调整是相互联系的。是整体――局部――整体的循环过
程。要让一幅静物素描达到生动感人的艺术效果，就必须使它具有整体、细节两
方面的完美。从整体出发，局部着手，深入观察，反复比较，精心深入地刻画物体
的结构、体积、光影变化、质量感和空间感，最后达到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是这
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在深入刻画过程中，要运用整体、立体的观察和比较的方法，从主要的物体
暗部开始，由大的结构、体面关系的塑造深入到更细微的体面结构关系的刻画
上，使物体的结构关系愈来愈明确，体积感愈来愈强烈，画面越来越丰满充实
逐步贴近写生对象；根据各物体的质地、运用排线、皴擦、勾勒等多种技法
表现物体的质量感；根据物体距离的远近不同，运用近实远虚，近强
原理，表现出物体的空间感。同时要注意经常退远看看自己的画面适当加强视
体部分的视觉强度，对于烘托主体的次要部分适当减弱，以求达到整体的艺
效果。
在这一阶段必须注意：不要死抠局部细节，忘记整体。画细节时我们的眼
睛应时常“跳”出所画部分，将它与整体进行比较。小结构、小体面要服从大的结
构、体面，不能让细节破坏整体。不要面面俱到，平铺直述，对所有细节有取
舍，犯主次不分的毛病。不要为求虚实的对比，而将虚的地方画得空洞无物。要
理解虚与实是相互对比而存在的，虚得没有形体结构，同样影响了画面的整体
感。
写生时正确的观察方法是“比较式”观察方法，打轮廓时是此物形体与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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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间的比较，或某物自身各个组成部分的形体间的相互比较；铺大色调时是
“暗部” 与“亮部” 的比较 ，或“暗部” 与“暗部” 的比较 及“亮部”与“亮部”的 比较；
在表现物体质感时，是软质的物体与硬质物体的比较，以及硬与硬之间，软与软
之间的比较；在表现空间时，是近、中、远虚实的比较；在处理画面主次时，是主
与次、次与次相互间的比较。而如何进行比较，则是采用一种“跳跃式”的方法
即看上画卜，看左画右，反之亦然。眼睛要经常在写生对象上扫视，而不能老盯
着某一点。
三、静物素描写生时容易犯的几个毛病
由于初学者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整体观念，缺乏对写生对象结构、体积的理
解，容易孤立地观察写生对象，不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加之技巧不够熟练，所
以在写生练习中不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空：观察不深刻。没有正确地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不敢深入地刻画对
象，画面显得空洞，浮浅。
2.花：大的暗部与亮部混淆。暗部的反光与亮部的受光部分一样亮，亮部的某
些灰色面与暗部的色调一样暗，次要的部分与主要的部分一样夺目，画面琐碎而
缺乏整体感。
3.脏：揉擦技法运用不当。色调画得太死，色调分布过于随意，没有结构关系。
4.灰：黑、白、灰关系没拉开。该黑的不够黑，该亮的不够亮。画面色调过于
平均，使立体感减弱。
5.板：没有注意透视及空间的变化。不善于处理画面的主次、强弱、虚实关
系。处处均匀用力，描绘拘谨、呆板而缺乏生气。
6.腻：过于反复的揉擦描绘。画面色调缺乏明晰感，到处都是黑黑的色调，
如同抹了一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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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小学初学时候买的 里面的湖美造型的画的基本功真的很好 不像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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