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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绘画过程中的整体意识
我认为第一点要树立好正确的观念比如三想意识，一想圆

球、二想圆柱、三要想立方体怎么做，目的是防止陷入局部从
而忽略了整体。许多人的局部画的不错但大的体积就不是很好，
很大程度的原因就在于在描绘局部的时候，作画的意识也掉到了
局部里去了，这个毛病是很常见的。

从大师的作品中的得知面是可以归纳整体的道理。难点在于
大脑中有个死结，认为写实就是要画出眼睛看到的样子，但现
实的情况往往杂乱无章。大脑所想与眼睛所见无法达到统一，
绝大多数人在此都忘记了所想不由自主的屈从了眼睛所见，也找
不到面在何处，原因在于对写实的误解，认识不到形体才是真
实的，光影只是可利用来表达形体的条件，写实其实个人认为
是在画形体，面恰恰是构建形体的重要手段。这个时候画家的
思维与雕塑家的思维接近，用面来进行思维表达，形体光影是
辅助。

素描石膏人物是我运用铅笔在纸上的一副素描，在动笔之前
我会在脑海中先确定好构图比例以及黑白灰布局之后再实施。我
会把它整体想象成球体并且严格按照球体在空间中的规律进行作
画。最后呈现的效果也相对完整；造型上比例结构基本正确，黑
白灰明确，空间感强。缺点是边缘线处理不足，刻画过于丰富没
有很好的遵循主次去刻画。

2　不同材料技法的运用对于素描人物的表现效果
不同材料技法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是不同的，呈现出的美

自然也不同，都各有特点。例如碳条作画出现在19 世纪，德国
出现了门采尔与珂勒惠支两位杰出的素描大师。门采尔的素描作
品生动传神，技法与材料丰富多样。珂勒惠支的素描作品线条奔
放，色块对比强烈，所刻划的人物形象简括、有力，富有极强的
感染力。他们的作品有很明显的碳条笔触特点。铅笔的特点比较
细腻，在素描的长期作业中广泛使用，质地柔滑容易塑造。炭笔

（碳条）的画面张力效果更强烈，但丰富的黑白灰层次不易表现。
铅笔表现的层次细腻丰富但画面较灰。我们完全可以针对各种素
描工具的特点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木炭条的软，软炭笔的松，硬
铅笔的亮，互相补充，互通有无。或急如暴雨，或轻柔细摩。丰
富的工具结合，多变的表现技法，使画面充满了动感和创造力。但
不论怎么表现都离不开造型的规律，离不开客观事实。脱离了这
些东西所画的作品都将杂乱无章。当我使用炭笔画第一副素描头
像时，在努力运用三想意识和造型规律作画的情况下，完成时的
效果也具备炭笔的特点，如黑白灰明确，画面有张力，缺点也相
对不足，如画面层次不明显。而当我使用彩铅所作素描时，这种
材质和铅笔类似，较容易塑造，有利于创造出精致且张扬的画面
效果，但此类作品调子过于细腻，容易造成审美疲劳。

3　轮廓线对于体积塑造的简要感想
轮廓线及形体转折困扰了我很久，即使掌握了一些理论，

但不深入理解、不勤加练习也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靳尚谊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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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说过一块面之间的转折线，如何让边线体积很清楚地转过去，
因为只要你一模糊虚的话，那就很容易骗人，那不符合规律。过
去很多人全都是用虚实解决问题，但是他发现那并没有真正的达
到希望的效果。关于线的形成，有一个说法。拿一张纸，竖起来
90 度，只能看到纸的一根线，但归根到底它只是一个面。《利比
亚女巫》是米开朗基罗的一副素描。箭头指的边缘就是形体转到
此处成 90 度了，只能看到一根线；下面箭头指的是面从上面 90
度的角度转出来了，可以看到面转出来了。可是在画画的时候总
会用线画边缘的形。这样问题就来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培养面的
意识的同时，在作画过程中用线来表现。在塑造形体空间时，有
时往往会被颜色所吸引。就是想在表达空间的时候，一定要在形
体的基础上表达颜色的变化。可是好像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如
果想要表达充分，不是表达颜色的变化，而是表达形体在空间运
动的轨迹，也就是顺着形体去画，如果不能被充分理解就还是会
抄颜色。因为一些好的画，空间感特别足的画，都会有明度变化，
然而当理解了明暗规律时，这些明度变化也是附在形体之上的。
简而言之塑造可以说就是塑造形体起伏。我们都知道研究雕塑对
于在素描中理解造型的帮助是非常大的，著名雕塑家罗丹艺术论
里头就曾谈到过，学习雕塑的时候，千万不要执着于表面，而是
要考虑“起伏”。画素描的时候要想象，任何的表面，都是内部肌
肉向外延伸到极致的表现。一切生命皆从一个中心出发，而后由
内到外，发芽、开花。同样，当我们面对美丽的雕塑作品时，人
们也总在猜测那其中是否蕴含着强大的内在动力。这句话是不是
就蕴含着古代造型时的秘密？这就指出在做素描造型时也要从厚
度上去观察事物。比方说，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的肖像
画，当这位大师表现在一个人正面的时候，总会使其胸部倾斜，以
此制造出三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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