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述

广义上的素描，泛指一切单色的绘画；狭义上的素描，专指用于学习美

术技巧、探索造型规律、培养专业习惯的绘画训练形式。学好美术的关键是

造型能力，艺术造型能力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才能形成的特殊技能。素描是

解决造型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初学者进入艺术领域的必经之路，因此，素描

被称为造型艺术的基础。

许多艺术大师一生都在探索素描的艺术真谛，它是永无止境的。学习素描要循序渐进，

掌握其规律性，同时学习的每个阶段应有每个阶段的收获，只有通过“量”的积累，才

会有“质”的飞越。达·芬奇说过：“所谓素描追求的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超越自然

形成的东西。”初学者在素描训练中要培养科学的学习方法，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提高，

不断增强艺术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欣赏能力。

艺术大师的作品历来被视为学习和追求的典范（见图 0-1 至图 0-24），初学者更应

从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大师的作品需要耐心地看，细细地品，体会素描的艺术规律，

感受大师的绘画语言。

图 0-1  帕格尼尼像  安格尔  法国 图 0-2  画家母亲像  丢勒  德国

案例

素描介绍



2

素  描

图 0-3  安特威尔班港休尔德门附近  丢勒  德国

图 0-4  基督把钥匙给彼得  拉斐尔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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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5  斗士  拉斐尔  意大利

图 0-6  戴盔武士像  达·芬奇  意大利

视频

拉斐尔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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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7  青年男人像  劳伦佐  意大利

图 0-8  青年人像  丢勒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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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图 0-9  少女像  鲁本斯  德国

图 0-10  年青女子肖像  拉斐尔  意大利

案例

画家彼得·保罗·鲁
本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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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1  男人像  劳伦佐  意大利

图 0-12  男孩头像  萨伏尔多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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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图 0-13  老人头像  达·芬奇  意大利

图 0-14  九十三岁老人像  丢勒  德国

案例

《九十三岁老人
像》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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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5  黑人头像  丢勒  德国

图 0-16  岩间圣母  达·芬奇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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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7  老人像  萨伏尔多  意大利

图 0-18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丢勒  德国

案例

丢勒《马克西米 
利安一世》肖像 

画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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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9  圣西罗尼摩斯头像习作 

     萨伏尔多  意大利

图 0-20  圣赛巴蒂安  提香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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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1  圣母子、圣安娜和小约翰 

   达·芬奇  意大利

图 0-22  妇女手的习作  达·芬奇  意大利

案例

《圣母子、圣安娜
和小约翰》作品创

作背景及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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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3  祈祷之手  丢勒  德国

图 0-24  野兔  丢勒  德国

案例

《祈祷之手》创作
的故事背景



第一章 素描基础知识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是用单一色笔（铅笔、钢笔、毛笔等）来描绘对象（人物、

动物、景物、静物等）的绘画方法，是研究造型规律、方法的重要手段。素描的表现手

法灵活多样，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明暗造型的调子素描，突出物像的光影和空间；

另一类是以线为主的结构素描，主要表现对象的形体与结构。素描既有长时间精细刻画

的习作，也有寥寥数笔勾勒的速写。中国画的白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素描。

一、素描的材料与工具

素描的材料与工具有以下几种（见图 1-1）。

图 1-1  素描的材料与工具

1. 铅笔

铅笔易于涂改和深入刻画，是初学者容易掌握的工具之一。画素描常用的铅笔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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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 H 的硬铅，数字越高，铅越硬而色越浅；符号为 B 的软铅，数字越高，铅越软而色

越深。HB 表示中软，画素描时可选用 B—6B、HB—3H 的铅笔。具体用哪种铅笔，要根据

创作的时间长短和创作进度来确定。在作画过程中，画暗面时可选用软铅，画亮面时可

用硬铅。

2. 橡皮

橡皮在素描创作时有两个作用，一是它可用来修改画面，二是它可用来表现效果。

在使用过程中，以用得巧、用得妙为宜。在创作过程中，可选用不同性能的橡皮，如 4B

橡皮与可塑橡皮等。

3. 素描纸

素描纸应选择质地坚实而且有纹理的纸张。这样的素描纸耐橡皮擦，同时便于深入

刻画练习。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光滑的纸张。

4. 画板

绘画时，以光滑无缝的画板为宜。

5. 画架

画架是作画时放置画板用的。有时也可不用画架而将画板放置在双腿上作画。

二、正确的坐姿与握笔方法

作画时，坐姿要端正，画板与身体的距离以手臂伸直的距离为宜（见图

1-2）。作画时握笔的方法和写字握笔的方法有所不同。写字握笔的姿态，只

能画较小的画面或刻画细部，而不利于把握大画面的全貌。相对正确的握笔

姿态为横执笔（见图1-3），这样的握笔方法，可以轻松灵活地发挥手腕的作用，

从而能在大画面上有把握地画出各种线条和形状。

图 1-2  正确的坐姿 图 1-3  横执笔的作画姿态

视频

画素描正确的握笔
和拿笔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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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绘画中线条的运用

线条的轻重变化可以产生极为丰富的层次感。用力的大小、线条的疏密程度决定了

线的轻重（见图 1-4）。初学者可根据作画需要，用铅笔画出各种流畅有变化的线条和丰

富的层次，并从中体会铅笔的表现力。

图 1-4  不同的线条

线条是形体塑造的关键，无论是素描基础训练，还是绘画创作表现，都离不开线条。

辅助线是形体塑造过程中所借助的假设线，它有利于初学者把握事物的形体特征及动态

特征（见图 1-5）。轮廓线是物象的立体框架，它反映的是形体转折关系（见图 1-6）。

图 1-5  辅助线 图 1-6  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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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视知识

1. 平行透视

当物体的一个面与画面平行时，所产生的透视叫作平行透视（见图1-7）。

在画面上设一条视平线，与视点相对的点为心点。此时物体与画面不平行的

面产生透视变化，当物体在视平线上的空间位置不同时，所产生的透视变化

也不同。如果连接它们的透视线，会发现它们都消失在一点上。这个消失点

可能在画面之内，也可能在画面之外。高于视平线的透视线往下斜，低于视

平线的透视线向上斜，与画面平行的面除了近大远小外，没有因透视而产生

其他的变化。

图 1-7  平行透视

消失点
视平线

2. 成角透视

当物体没有一个面与画面平行时，它的每一条线都产生了变化，这种透视现象叫作

成角透视（见图 1-8）。成角透视时，物体的透视线分别向左右消失于一点。消失点可能

在画面内，也可能在画面外。

图 1-8  成角透视

消失点 消失点视平线

视频

平行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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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是人们在用目测难以确定对象比例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观察与比较的辅

助方法。测量时要将右臂伸直，闭上左眼，睁开右眼，用笔杆的一端和移动拇指相对于

另一端，来测量物体各部分的长与短、宽与窄的比例（见图 1-9）。这样，画面上物体的

各部分比例有了相对的依据，即为绘画提供了关于比例的相对概念。为了训练眼睛测量

的准确性，绘画前要多观察、多实践，逐步提高手、眼、脑协调活动的能力来增加造型

的准确性。当具备了一定的造型能力后，我们就可以得心应手地凭自己的感觉直接来挥

笔作画了。

图 1-9  测量方法

六、构图原则

构图是对画面内容和形式整体的考虑和安排。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运用审美原则，

将要表现的形象加以组织和适当的安排，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表现主题，达到审美的要求。

构图的基本原则是变化与统一。

1. 变化

变化，是不同的元素并置在一起所形成的对比效果。在素描造型中，各种造型元素

如结构、比例、质感、明暗等形成的矛盾差异，称为“变化”。变化的实质是一种对比

关系，无论是物体自身还是相互之间的差异，都会在对比中互相衬托，互相作用。 

2. 统一

统一，是指构图中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素描造型中，通过各种相同或类似

的因素，将变化的局部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叫作“统一”，统一的实质是一种和谐、协

调的关系。 

在构图中，变化与统一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趋于完美

的构图，都是具有变化与统一两个方面的因素，或在统一中求变化，或在变化中求统一，

以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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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构图方法

构图的方法分为两大类：对称式构图和均衡式构图。

1. 对称式构图

对称式构图，主要形体置于画面中心的位置，其他形体置于主形两边，

起到平衡画面的作用（见图 1-10）。对称又可以分为相对的和绝对的两种对

称形式，在素描造型构图中极少使用绝对的对称形式。对称式的画面，呈现

出庄重、整齐的美感，但是处理不当会导致构图单调、呆板。

2. 均衡式构图

均衡式构图，主要形体置于画面一端，其他形体置于另一端，起到平衡画面的作用（见

图 1-11）。均衡式画面结构富于动感，具有生动变化的表现特征。这种构图形式，在素

描造型中应用得较多。

“三角形”的构图方式是常用的构图形式。“三角形”的对称程度越大，画面的“稳定性”

越强。选取恰当的画面重心是取得构图“稳定性”的重要条件。画面中的重心过分偏上、

偏下或左右偏移，都会产生不稳定感。为避免人的心理因素和视错觉的影响，一般应将

构图重心置于画面中心稍高一些的位置。

图1-10  对称式构图

视频

素描构图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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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均衡式构图

八、物体的明暗规律

1. 三大面

如图 1-12 所示，拿一个六面体也就是正方体来说，在固定光源的照射

下，会呈现明暗的不同状态，分为三个大的明暗区域，即亮面—受光面、

灰面—侧光面、暗面—背光面。简单来说，就是黑、白、灰三大面。

素描中所描绘的人物及其他对象，其明暗变化往往要比一个六面体复杂得多，为了

把握住对象的基本形体，一般都把它归纳概括为这三个基本的大面。只有把握住这三大

面的明暗规律，就能准确地表现较为复杂的形体结构，也会使画面显现出立体感和空间感。

2. 五调子

如图 1-13 所示，球体在固定光源的照射下，形成了丰富的明暗色调，产生了很强的

立体感，并具有一定的规律。一般来说，物体的受光面称为“亮面”，背光面称为“暗面”。

在亮面与暗面相交的部位，有一条狭长的最暗部分，这部分称为“明暗交界面（线）”。

在这里它不仅仅是一条界线，而是细细的一个块面，是一个单独的调子。它处于形体转

折的部分，常常很少接受正面光源，因此，明暗交界面（线）通常是物体表面最暗的部分。

在物体暗面的终端，有一块发亮的部分，这是由于周围的环境反射光线所致，被称

为“反光”。由于物体的表面肌理、颜色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反光会有强弱的变化，它

的形状不规则常常有很微妙的变化。反光会使画面看起来透明，有光线感、空间感，不

至于使暗部大块黑色。“投影”是物体本身遮挡光线后在空间中产生的暗影。

视频

三大面详解



20

素  描

图 1-12  三大面

光源

受光面（亮面）

侧光面（灰面）
背光面（暗面）

                

图 1-13  五调子

光源

亮面

暗面
反光

投影

明暗交界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