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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着色的原则一般来讲是先深后浅，先大后小，先艳后灰。
当我们描绘静物时，就可以先从暗部深色部分画起。
用大的色块铺一个大的调子，这样可以防止色彩琐碎、灰、粉、闷、脏等问题，使画面整洁明快。
但这也不是固定的模式，学生可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习惯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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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水粉静物的表现方法　　1 观察　　观察色彩的时候要通过整体比较的方法，把物体的固有
色、光源色、环境色联系起来，找出整幅画的色彩基本倾向，确定这幅画是倾向暖色还是冷色。
但只有一个大的色调是不够的，还应当更深入仔细地观察，进行各个部分的比较、分析，区分哪些地
方较冷或者偏暖。
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明暗、深浅。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些关系都要统一在一个整体的色调里。
　　2 着色　　着色的原则一般来讲是先深后浅，先大后小，先艳后灰。
当我们描绘静物时，就可以先从暗部深色部分画起。
用大的色块铺一个大的调子，这样可以防止色彩琐碎、灰、粉、闷、脏等问题，使画面整洁明快。
但这也不是固定的模式，学生可依据自己的经验和习惯灵活运用。
　　着色的基本技法：　　（1）湿画法：通常水分较多，未干就接着画，颜色相互渗透融合，多用
于背景或物体的暗部和投影，可与薄画法结合，并借鉴了水彩画的技法。
　　（2）干画法：就是水少颜料多，多用于主体物的描绘，通常与厚画法结合，颜料层层叠加，借
鉴了油画的技法。
　　（3）干湿结合画法：这是最常用的水粉表现技法，湿画后面的背景，干画前面的主体物，两者
结合并用更有表现力。
　　在着色的过程中应充满激情，要大胆奔放，但一定要把握好大的画面及各物体的关系，力求准确
、生动、协调。
　　三、水粉静物写生步骤分解　　1 先用铅笔轻轻起稿，注意造型及构图，随后分出大体素描的明
暗关系。
　　2 用一个单色定稿，塑造体积感，要求认真分析和思考，不能随意。
　　3 在前面的基础上开始刻画，先画颜色深的部分，逐次向浅的地方画，用笔要轻松爽快，关系要
明确，笔触衔接不能含糊。
　　4 到这里就要对物体的整体全面铺色。
画衬布的时候，要耐心分析布纹的走势、明暗变化，注意前后布景的空问表现。
另外要注意不同物体的色彩，要和谐地统一在画面中，不要孤立地去描绘单个物体的固有色，还要把
光源色、环境色考虑进来，避免画面失去统一感。
　　5 现在画面已初步形成，这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将整幅画面的色彩及素描关系进行调整。
首先看大的画面的色彩关系、色彩倾向。
暖色调的静物要注意，应在冷色的物体中体现出暖色的色彩倾向。
然后再看单个物体的色彩，并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对比。
调整的时候并不是全盘改动，只需要把不协调的地方做局部的调整；同时，对局部也要进行具体深入
的刻画，把握特征，力求概括准确。
　　6 这一阶段要做的是完善各个物体的特征和细节，并对作品进行一次全面的色彩检查、调整，注
意主次、虚实的空间关系，舍弃无关紧要的细小部分，重点表现特征与质感。
这个过程同样需要细致的分析，这样才能找出存在的问题，直至完成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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