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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静物写生教学探析

彭 慧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美术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培养学生的色彩造型能力 ,分析、掌握静物写生中的固有色、环境色、光源色 ,理解、利用好色彩的“四要素 ”是指导画

好水粉画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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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粉画 ”是水彩画的一个分支。在欧洲早期

画家的纸本作品中 ,如 16世纪的丢勒、19世纪的透

纳等画家作品中 ,都常出现使用“不透明粉质颜料 ”

材料。但真正使水粉成为中国的“大众绘画 ”是在

20世纪 60～70年代 ,由于水粉颜料的价格低廉和

携带方便 ,它既有水彩画的清新、明快、艳丽的特点

又有油画的厚重和可覆盖的好处 ,在我国绘画领域

得到迅速发展 ,所以成为我国美术工作者在绘画专

业和设计艺术领域的主要材料之一。水粉色 ,也称

之为宣传色、广告色。对于美术爱好者而言 ,水粉不

失为一种轻便、简单而极富有较强表现力的画种 ,在

我国很多艺术高校中的水粉画仍然是一门必修课

程 ,同时也是在校大学生提高自身艺术修养的重要

手段之一。因此 ,如何画好水粉画 ,依然是个具有重

要意义的课题。

一 　培养用色彩造型的能力

大学一年级新生入校的前四至六周为素描基础

课程 ,当转换到水粉课程时 ,常常会感到不适应 ,因

高考结束到大一新学期的开学 ,大多数学生已有半

年多未动过笔。素描是用黑白灰关系来表现对象 ,

体现空间的 ,而色彩却用冷暖关系来表现对象 ,体现

空间关系。显然 ,用色彩的冷暖变化体现空间有更

大的难度。虽然水粉画也离不开素描关系和造型能

力 ,但水粉又有着自身的表现力和独特的色彩规律 ,

首先就要培养学生“用色彩造型 ”的方法 :

(一 )理解色彩的“四要素 ”

色彩的“四要素 ”是指色相、明度、纯度、冷暖。

色相 (颜色本身的相貌 )要明确、要协调 ,色相把握

好了 ,画面就不容易脏 ;明度 (色彩的黑白因素 ,明

亮程度 )要有对比和层次 ,明度把握好了 ,画面不容

易灰 ;纯度 (颜色的饱和度 )要饱满、画面响亮、突

出、不宜粉 ;冷暖 (色彩的补色和对比色关系 )要相

互协调衬托 ,又要有主次关系 ,不宜乱。总体上看普

通艺术院校学生容易出现的毛病都离不开这“脏、

灰、粉、乱 ”四个字。色彩理论上的许多规律都是从

色彩的“四要素 ”出发的 ,色彩写生出现的问题多数

也是与“四要素 ”相关的。在理论上理解了“四要

素 ”,学生才能更好地利用色彩规律为自己的作品

服务 ,而具体的深层理解还要从写生实践中去体会。

(二 )析静物写生中的固有色、环境色和光源色

在欧洲古典主义时期的绘画中 ,人们对色彩的

理解主要是固有色之间的协调关系。19世纪印象

派绘画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出光和色的变化关系

(赤、橙、黄、绿、青、蓝、紫 ) ,从而把一个充满阳光和

空气的鲜活的色彩世界带入了绘画领域 ,改变了古

典油画色彩比较单一沉闷的状况。

在色彩静物写生课中我们常提到固有色、环境

色和光源色。固有色就是指物体本身的颜色。环境

色也叫条件色 ,是指物体在不同环境下或不同物体

相互映衬相互影响下所产生出的色彩冷暖变化和丰

富的色彩关系。光源色是指物体所受光源照射的色

彩倾向 , (物体受光面的色彩中含有大量光源色 )水

粉静物写生一般多在室内进行 ,往往受偏冷的天光

影响 (一般情况下天光偏浅蓝灰色 ) ,所以物体的受

光面偏冷 ,有些静物高光点可直接用天光的颜色 ,而

暗部因色彩互补关系的原理一般为暖色 ,这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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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使暗部显得透明 ,明暗交界处一般以固有色为

主 ,这是物体在常态下的一般色彩规律。在高校大

一的水彩静物教学中 ,大多数的学生是能够正确分

析出固有色、环境色、光源色的 ,但对色彩的认识和

理解更多的还是在大量的色彩写生实践中去加深体

会。我们反对学生钻牛角尖似地陷入书本知识中复

杂的术语概念。色彩写生更多的是依靠你的感觉、

眼睛和动手能力 ,我们只要求对色彩理论有个基本

的认识 ,更多的还是需要在老师的引导下调动你的

感觉和表现欲 ,才能画出鲜活的色彩来。

(三 )了解色彩的对比关系与色调概念

在色彩“四要素 ”中存在着色相对比、明度对

比、纯度对比和冷暖对比 ;在色彩静物画中 ,还有色

块的面积大小的对比、笔触的疏密对比、色彩和素描

的强弱对比 ;在写生课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利用明

亮的背景衬托较重的主体 ,利用冷灰的环境衬托出

暖色的主体。总之 ,充分调动和运用色彩的各项对

比关系 ,才能够获得最佳的色彩效果。许多学生功

底扎实却不能最佳的运用色彩的有效对比关系 ,要

么把画面的一切都画得很跳跃鲜艳 ,没有主次关系 ;

要么画得杂乱而灰暗 ,缺乏色彩的协调关系。培养

学生建立色调意识是极为关键的 ,其意义在于使画

面既有变化又和谐、舒服。有色调意识才能使画面

丰富多样 ,互不雷同。从色相上说 ,有亮色调 (高

调 )、灰色调、暗色调 ;从纯度上说有高纯度色调和

低纯度色调 ;从冷暖上说 ,有冷色调、暖色调、中性色

调 ,另外还有同类色调、对比色调。在课堂中教师可

以有目的安排各种色调的静物 ,或要求学生以不同

的色调来表现课堂上的静物 ,只有通过多次的训练 ,

学生才能够撑握色调概念。有了色调概念 ,才能够

有意识地主动地控制色彩 ,而不会被对象所牵制。

所以可以说 ,有了色调的概念 ,学生才算踏入精彩的

色彩之门。[ 1 ]

二 　掌握水粉画的材料与技巧

水粉画工具简单 ,先备齐各色颜料 ,把暖色冷色

各按深浅顺序排列于调色盒中 ,再备好一小桶的水 ,

以及大、中、小号不同的毛笔。笔毛以有一定弹性和

吸水性的为好。其中主要有羊毫、兼毫 (羊毛、狼毛

混合 ) ,羊毫笔多用于画背景、衬布 ,兼毫多用于塑

造主体 ,这两种笔吸的水分多、颜色饱和。水粉画受

天气干湿影响很大 ,在干燥炎热的夏天和阴雨潮湿

的春天作画感受大不一样 ,炎热的夏天作画 ,颜料干

得很快 ,有时必须在上次的颜色未干时马上接上后

面的颜色 ,热天为防调色盒中颜色干燥结皮 ,应准备

一块湿布或湿海绵 ,画完后盖在调色盒中 ,使颜料保

持一定的湿润 ,便于下次使用。水粉画属于水性色

彩绘画 ,它所有的技巧都和水分的掌握得当与否相

关 ,这也就是水粉画的“特性 ”。画水粉有时候觉得

颜色初上时画面还感觉新鲜好看 ,干后色彩显得灰

暗无力 ,这是因为画时笔头虽有足够浓的色彩 ,但水

份过多 ,干后颜色沉淀所至。在摸清水粉的“特性 ”

之后 ,水粉画的技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水粉也可以有

干画法、湿画法、厚画法、薄画法以及各种手法的结

合 ,总之可灵活运用。水粉纸 ,具有较强的吸水性 ,

使用时还可以结合部分水彩技巧 ,也可使用部分油

画的技巧。

水粉画的用笔要从大形体大结构入手 ,强调运

用大笔触大块面地整体塑造形象 ,从而在客观上避

免局部观察。随时注意关照全局关系 ,避免由于细

小笔触造成的琐碎和零乱 ,更不必过细地追求局部

细节 ,面面俱到。一般情况下 ,在亮部或主体部分 ,

笔触应该饱满。比如画布纹背景 ,前面部分用笔可

画得丰富复杂些 ,后面部分就要整体简单了 ,这样可

以拉大空间增强效果。色彩和明度对比也应该前面

部分强烈 ,后面的背景柔和和退远。画暗部时笔触

也可以相对减弱不能太明显以求整体。水粉画的用

笔技法非常丰富 ,还可以辅助性地使用手指或刮刀

等工具。[ 2 ]但对大学一年级新生 ,我们不要求在风

格上有太大的追求和太多的变化 ,主要以掌握色彩

规律和绘画的基本技法为主 ,把基础打好。在课堂

写生中对不同质感的物体 ,应有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

用笔。表面光滑的玻璃或不锈钢物体 ,与质感粗糙

的陶罐在用笔表现上就有流畅和干涩的区别 ,蔬菜

和水果用笔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只有通过大量勤

奋的室内外写生练习 ,在熟练掌握了色彩规律和水

粉画的性能之后 ,才能得心应手地画出漂亮的水粉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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