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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画水彩画六：水彩静物

作者：佚名  来源：拙风文化网

  静物画，是指以表现现实生活中静止物象为内容的绘画。凡具有审美价值的、静止

的物象都可以作为静物画的描绘对象。对静物的描绘可作为独立的画科进行教学和创

作，也可以成为绘画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可以作为造型基础训练的重要手段。由于

静物的造型往往比较单纯，静止不动，置于室内，受光状况常较稳定，可根据画者的需

要和能力组合描绘，对培养观察、分析对象的能力和提高绘画技能是条有效途径。因

此，中外均采取静物写生形式进行绘画基本功训练。对于初学者，这种形式尤为适宜。  

静物写生的训练程序 

  人们对知识的积累，技能的掌握有其过程和规律，都要经历一个由无知到有知再到

博学，由不掌握到初步掌握再到熟练掌握的过程。静物写生训练，也是学习知识，掌握

技能的过程，故必须从基础学起，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地不断学习和训练。 

  水彩静物写生的一般训练程序，按静物组合的复杂程序排列常是：单个静物练习—

—简单静物组合练习——复杂静物组合练习；按用色难度排列常是：单色练习——限制

颜色练习——不限色练习。在水彩静物写生的训练过程中，一般是把以上两种顺序综合

安排，穿插进行。另外，根据学者的基础、需要、时间和教学者的习惯，在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规律指导下也可作多种程序安排。有的以静物难度为序；有的以

用色难度为序；有的综合安排但舍去某些程序又增加某些程序。如对于无绘画基础的初

学者，就可能在单个练习之前，作涂色块练习；对基础较好的，也可舍去前训练，而有

意增加作业难度。自学者可根据自己的基础情况，参照以上程序进行安排。下面分别谈

谈单色静物练习和限制颜色的练习。 

  单色静物练习：是指用单一色相的水彩颜料来画静物。这种形式既是水彩又是素

描，说它是水彩，是因为它运用水彩颜料作画；说它是素描，是因为它运用单一颜色来

描绘对象。这种方法，多用于初学者从素描练习到水彩练习的过渡。它排除多种色彩表

现的复杂任务，运用初学者在素描练习中已熟悉的方法去画水彩，这样就可以把注意力

集中在熟悉水彩画的工具材料性能和方法步骤上。任务单纯，解决问题迅速，是从素描

向色彩画过渡的一种有效方法，可为造型打下良好基础。其具体做法是：用一种具有一

定深度的水彩色，如赭石、土红、熟褐、生褐、深蓝、紫、深绿等均可，并加进少量黑

色，将它们调配在一起，作画时根据需要用水冲淡使用。其着色程序常是由浅到深，由

明到暗，由大面积到小面积，把画面铺满后，再根据需要逐层加深，直到调整完成。初

学者要认识其意义，作一点单色静物练习是大有好处的。 

  限制颜色的练习：是根据静物组合的几个基本色相，有意限制几种颜色来作水彩静

物练习，有的甚至从两三种颜色练习起，等熟悉其调和效果后再增加色彩进行训练。初

学者画色彩画，一开始就用多种颜色是非常吃力的。因还不知各种颜色的性能，它们的

色相、色性，以及不同纯度、明度的状况，更不知两色甚至三色调配后的效果和表现

力。采取限制颜色的作画方法，就可以一一熟悉各种颜色的性能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逐

步掌握各色的性能，充分发挥各色的表现力。同时，可养成分析对象色彩组合，注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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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调和严格用色的习惯，培养以简练的语言求达意，以质朴的美姿去感人的艺术品

质。 

静物的选择和组台 

  画静物，首先要选择静物和摆设静物。怎样选择静物和摆设静物呢？下面看看《新

疆瓜果》一画的静物选择和组合过程，然后再谈谈在静物的选择和组合中应注意些什么

问题。这样可能较为实际。 

  该幅画是为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美术教师水彩画学习班进行静物示范表演时绘制的。 

  学习班主持人邀作者进行水彩静物示范，准备了大量瓜果、器皿、衬布由作者挑

选。结果选择了哈密瓜、无核葡萄、红色果盘和红绿交织的壁毯作为道具进行静物组

合。哈密瓜、吐鲁番的葡萄在新疆瓜果中自然最为典型，果盘和壁毯亦是新疆少数民族

常用的生活用品。这样的选择既符合生活真实，又是艺术表现的需要，更增强了地方特

点和民族特色。其形色的选定，既是为了主体物的突出和画面的统一协调，又是为了加

强热烈迎宾气氛的需要。 

  静物选定后则是进行静物设置。为了主体物的突出，将哈密瓜和几串无核葡萄置于

果盘的中心部位，并将果盘放于位置较低的平铺壁毯上。这样的设置既符合新疆席地共

欢的生活习俗，又可使观众产生亲临其境之感，有利于主题的表现。这个静物设置后，

又在适当位置增放了几个苹果，这既是构图的需要，又增加了果品丰盛之感，并避免了

哈密瓜和葡萄大小过于悬殊的缺陷。这组静物就这样设置就绪了。 

  上述例子可看出，静物的选择和组合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对描绘的对象有所

感受，要有明确的构思。其次，根据主题、构思选取主体物，再根据主体物选择陪衬

物。在选取时要注意内容的内在联系，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符合艺术美的要求。第三，

静物的组合，要符合突出主体的需要，并做到合理自然。也就是说，组合物的形状、大

小、色彩、质地的统一与变化，光线的照射，背景的处理，组合物的位置和关系等，都

应有利于主体物的突出并符合美的原则。 

  总之，静物的选择和组合，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其中色括很多构图学的原理，

仅此一例，难以一一述尽，这需要认真研究，不断实践去掌握。作为教学者，在摆设静

物时，要阐述为什么这样选择和摆设，有机会也可以让学习者自己选择和摆设静物。这

将有利于学生学刁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对静物的理解和艺术处理。 

  下面结合《青桔》一画，介绍着色方法的综合运用。这幅画有水果、丝织衬布、金

属、玻璃、草编器皿等几种不同材质的物象，描绘时作者采用了不同的着色方法。为表

现青桔明亮而模糊的高光，采用干擦法着色；为表现金属保温瓶明亮而清晰的高光，预

涂白色油画棒遮挡；为表现玻璃和金属高光的差异，采取干后重叠留空，体现出玻璃的

高光。草编果盘光色变化柔缓，采取干后重叠法描绘；绸巾底色与花纹色相距甚远，则

采用并置法着色。总之，画法的运用要以表现对象为目的。 

着色程序的安排 

  水彩画十分重视着色程序的安排，这是其工具、材料特性决定的。水彩画用水调和

透明的颜色作画，色调的浓淡是借助亮度和色层的厚薄体现的，水分的多少，底层的干

湿，接色的快慢，对画面色彩的准确性和表现效果关系极大，必须重视着色先后程序的

妥善安排。水彩画的着色程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先浅后深或先深后浅 



  这是从色彩的深浅来分析画面着色的先后次序。水彩画是使用透明或半透明颜料作

画，透明颜料深色可以覆盖浅色，浅色难以覆盖深色。因此，水彩画多是先画浅色，后

画深色，先浅后深是水彩画一般常用的着色程序。这不仅对画面深色块和浅色块而言，

并包括对单个物的深色和浅色而言。《西陲果香》一画就是从浅色衬布画起的。从画面

深色画起或部分从深色画起，有时也是必要的。从深色画起一般容易用色肯定、明快、

单纯、概括，适宜表现明暗显著，轮廓清晰，层次分明的物象，并有利于短期作业的迅

速完成和对色彩、形体的概括。《新疆瓜果》一画就是从深色的背景画起的，但背景却

又是从浅色部分先起的。 

2.先主体后环境或先环境后主体 

  这是从主宾关系来分析画面着色的先后次序。主体物是画面的中心所在，一般在画

面占较大面积，明暗显著，色彩突出，根据先画浅色、先画对画面起决定作用的颜色的

原则，一般先画主体物，后画陪衬物和背景。这样的着色程序有利于主体物的刻划和表

现。《丁香和波斯菊》一画就是从主体花头先画起的。但有时环境与主体物在明暗、色

彩和虚实关系上距离较大，不先画环境则影响主体物的描绘和对整个画面色彩的把握，

在这种情况下，又可能先画环境，后画主体物。如《新疆瓜果》一画。 

3.全面展开，逐层深入或部分展开，一次直取 

  这是从画面的展开度来分析着色的程序。全面展开逐层深入是把对象各部浅颜色铺

满后，再层层加深，逐步深入的着色方法和程序。采取此程序着色，便于画面的全面比

较、调整和充实，是初学者易于掌握和比较稳妥的着色程序，适宜长时间作业，对复杂

对象进行描绘（如《青桔》一画）。部分展开，一次直取是一部分画完或基本画完，再

画另一部分的着色方法和程序。有经验的老画家多采用此程序作画，学习者则用在短期

作业或对象复杂，画幅较大，又需湿画效果的画面，只能根据画面情况，将其分成几个

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完成，才不失湿画效果。采取此程序着色，虽从部分着手，但必须

整体观察，胸有全局，方能收到较好效果。 

4.从鲜颜色画起或从灰颜色画起 

  这是从色彩的纯度来分析画面着色的先后次序。从鲜颜色画起，就是从色彩纯度

高，易于辨认的颜色画起。此程序多用在色彩对比较强的画面，《水蜜毛桃》一画就是

从鲜艳的水果画起的。在对象色彩调和、接近的情况下，又可能先找准画面灰色，然后

再画纯度较高的颜色。这样，可以使个别纯度较高的颜色仍居于统一的色调之中，而不

致走调，影响画面色彩的表现。《新疆瓜果》一画，就是先画灰色，后画鲜艳颜色的例

子。 

  以上是从几个不同角度分析画面的着色程序，为的是述说方便，但对于具体作画来

说，它又可能是几种程序同时并用，穿插交替使用。既可能是这一程序，又同时是那一

程序；或是先采用这一程序，后又采用那一程序。将其多种程序置于一起对照说明，为

的是使初学者了解着色程序并不是绝对的，只不过是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按某种程序着

色更为适宜。有经验的画家可以从画面的任何一处画起，因为他善于解决遇到的难题。

对于初学者来说，还必须学会妥善安排画面的着色程序，不仅考虑哪先画，哪后画，而

且要结合着色方法、接色时间，对画面着色程序作详细而周密的安排。 

室内光色状况分析 

  表现物象在特定时间、环境和条件下的光色状况是写生色彩的重要要求。为了使初

学者在开始进行色彩画训练时，就能以写生色彩的要求去观察和描绘对象，进行光色变



 

化规律的研究和探讨，现结合静物写生需要，对室内物象的光色状况作以下简要分析。 

1.室内物象光色一般状况 

  室内物象一般受特定角度射入的天光照射，光线比较稳定、柔和，明暗和色彩对比

不强，暗影较多。受天光照射的物体，明部较清晰；处暗影部分，色彩较灰暗，明暗也

不清晰。 

  室内空间较小，物象的色彩空间透视变化没有室外显著，固有色较显露。景物之间

的距离较小，色彩的互相影响较大，背景的色彩对物象影响也较显著。 

2.物体明暗各部光色状况 

  物体的高光是物体上反射光最集中部分，亦称辉点。室内物体的高光一般是天光的

反射，色性偏冷，其色相是天光色或接近天光色。 

  物体的明部受天光的照射，多是天光色和固有色的综合，一般偏冷。但如环境反光

色比天光色更冷，明部在暗部偏冷的对比之下，也会出现偏暖的现象。 

  物体的半明部（或称中间调子、半调子）是侧受天光部位，也受环境反射光影响，

但一般影响不大，因此固有色较明显。其色相是固有色、光源色、环境色三者的综合，

又以固有色为主。其色调的冷暖一般以物体固有色的冷暖状况为转移。 

  物体的反光是接受环境反射光部分，受环境色影响较大，其色相是固有色和环境色

的综合，常以环境色为主。 

  物体的明暗交界部分，是既不受天光照射，又很少受环境反射的部位，故色度较

深，其色性冷暖一般界于明部与暗部之间。但在明部受冷光照射，暗部也受冷光反射的

情况下，这部分色性则偏暖。反之，则偏冷。 

3.光照角度不同所产生的变化 

  正面光照射的物体，光线从画者方向射向描绘物，物体中间明，边沿暗，明部面积

大，变化丰富，暗部面积小，变化较少。物体明暗变化微弱，光色现象不明显。 

  侧面光照射的物体，光线从侧面一方射向描绘物，物体呈半明半暗状态。受光面光

源色明显；背光面环境反光色突出；中间部位固有色清晰。物体明暗层次多，色彩变化

丰富。如《西陲果香》一画。 

  逆光的物体，光线从画者对面方向射向描绘物，一般呈上明下暗状态。物体光色变

化显著，冷暖对比强烈，明暗对比突出。明部面积小、变化少，多受天光影响，色性一

般偏冷；暗部面积大，反光明显，色彩变化丰富、透明，色性一般偏暖，如《水蜜毛

桃》一画。 

  总之，室内物象的光色变化是极其丰富的，它是物体固有色、环境色和淘汰色相互

作用的结果，描绘时它又与物象位置、画者角度、画面色调密切联系。研究物象各部色

彩变化，就必须把几方面联系起来进行具体观察、分析和比较。机械搬用以上规律不能

表现千变万化的光色世界。 

小色稿的练习 

   



  静物写生中的小色稿，是为了绘好一幅静物在绘制前所作的小幅色彩摸索练习。在

正式画一张色彩画之前，先画一张或数张小色稿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进行一项新工作

前的试点，生产一种新产品前的试产。目的是通过试验发现问题，解决疑难，摸索工作

规律，为正式进行此项工作创造条件。画小色稿对于静物、风景、人物写生都是必要

的。 

  小色稿练习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和把握对象大的色彩关系与明暗关系。在小色稿的绘

制过程中，必然会对绘画诸因素进行研究和试验，并获得绘制过程中的经验。譬如：构

图处理、方法步骤、着色程序、色彩调配、用笔等方面的研究和经验积累，这是无疑

的，而且这些方面的收获对绘制正稿也是有益的。然而，这并非是绘制小色稿的主要任

务和目的。如色彩小稿在把握对象大关系上确有所获，它将为绘制色彩正稿提供有益参

考，为把握色彩大关系奠定基础。这些对于画好一幅色彩写生是至关重要的。 

  绘制小色稿的方法，是在初接触对象的新鲜色彩印象下，在小块画纸上把对象大的

色彩关系、印象和气氛记录下来。它不求画面的完整和细致，要置细节于不顾，不择手

段的摄取对象大的色彩状况，一次未达到者，可通过调整修改或多画几张，达到准确而

概括地体现。初学者画小色稿常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草草几笔，大的色彩关系未

体现也不修改，这是对小色稿不重视或误认为小色稿就是寥寥几笔，不需修改所致；另

一种是画得十分完整细致，把小色稿画成了正稿的缩样，这是不理解画小色稿的目的和

意义，混淆了小色稿同小样稿的区别所造成的。以上两种情况均不符合绘制小色稿的要

求。 

  画好小色稿，关键在于整体观察和善于概括提炼。写生色彩要求表现对象的色彩关

系，把握对象色彩关系的关键在于整体观察，全面比较。方法是以描绘主体为视觉中

心，一眼看到对象全部，进行广泛而全面的色彩比较，以求得色彩关系的准确。这是写

生画把握色彩关系的关键，也是画好小色稿的前提。再者，艺术不同于自然，概括、提

炼是艺术不同于自然的特征，小色稿在较小的画面里，体现对象大的色彩关系和明暗关

系，自然更应注意概括和提炼。画小色稿时要有意舍弃其不必要细节和明暗层次，以概

括、洗炼的形式，体现对象色彩基本特征，否则就达不到绘制小色稿的要求。《熟透的

苹果》是正稿和小色稿的对照，可以从中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总之，绘制小色稿对绘制正稿，把握大的色彩关系是十分有益的，对培养正确的观

察方法，训练概括、提炼的能力，也是有好处的。初学者一定要养成绘制小色稿的习

惯。 

质感的认识和表现 

  不同的物体具有不同的质地。质感是指造型艺术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段，表现出各种

不同的物体所具有的物质。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不同物体所具有的特征，是写实绘画表

现真实感的需要，是静物写生的突出要求，是衡量绘画基本功的重要方面。初学者要注

意利用静物写生描绘不同物体的良好条件，锻炼和提高对于不同物体质感的表现能力。 

  绘画表现物体质感，就是表现物体质地所显现出的可视特征。不同的物质材料构成

不同质地的物体，不同质地显现出不同的可视特征。如坚硬或柔软、光滑或粗糙、厚重

或单薄、透明或不透明、蓬松或板结、鲜嫩或枯萎等特征。绘画是造型艺术，它一般不

直接显现实物，对于物体质地和真实感的表现，是通过描绘其可视形象来表现。即通过

线条、明暗、色彩、笔、材料等表现手段，在平面上描绘出物象的形体、纹理、表面及

吸收和反射色光的状况等质地可视特征，并借助于人们的经验和联想，形成某种质地的

感觉和实物的印象。如表现了物体的折光现象，就可以使人感到这是透明的物象。又如

具体而准确地表现了某一玻璃器皿的折光、反光、形体、纹理、表面等质地可视特征，



人们就可以认定是描绘的这一玻璃器皿，而不是其他物象。绘画就是在平面上，通过表

现物体质地可视性，表现物体的质地感，简称质感。 

  表现物体质地感，要抓住物体质地主要可视特征和典型部位进行描绘。物体质地可

视特征是多方面的，包括形体、表面、纹理及吸收和反射色光的能力等，它们之不同，

则是显现不同质地物体的可视区别。描绘时，均应注意体现，但其仍有主次之分。如金

属制品和木制品质地不同，其形体、表面、纹理及吸收和反射光的能力也就不同。金属

反射色光的能力强，木器反射色光的能力弱，并有突出纹理，这是它们各自的主要可视

特征。表现时，在拒绝其他可视特征的同时，要重点抓住主要可视特征进行描绘，甚至

进行强调和夸张，金属和木器的质感就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另外，有时由于各种原因，

其可视特征表现得不够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选择其他体现质地可视特征的典型部

位进行描绘，排除其偶然因素，达到对物体质地的突出体现。 

  水彩画表现物体质感，要动用各种技法手段。形体、明暗、色彩准确，这是色彩绘

画的共同要求。用水彩画工具材料表现物体质感，就要动用水彩画各种技法手段。即不

同着色方法、笔触、留空技法等的恰当使用，才能使不同物体的质地在画面上准确、生

动地体现。如用干画法表现质地坚硬的对象，湿画法表现质地柔软的对象；用不明显笔

触表现表面平展的对象，明显笔触表现表面粗糙的对象；用明显留空表现反射光能力强

的对象，柔和留空表现反射光能力弱的对象等。总之，水彩画技法多样，表现物体质感

时，就必须深入观察、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物质的可视特征，根据表现质感的需要，灵

活和创造性地使用不同技法，在白色的画纸上就可以表现出光彩夺目、质地万千的对

象。下面谈谈《糕点饮品》一画的质感表现。这幅画主要是糕点、玻璃器和挑花桌布几

个不同质地的物象。为其质感的表现，我注意研究了它们的质地差异并运用不同技法进

行表现。糕点柔软而蓬松，形体变化柔缓，色彩变化细徽丰富，描绘时我运用接色法接

画出渐变的基本形色，再用干后重叠法并以隐晦的笔触表现其形体的缓转和色彩的细微

变化。玻璃器坚硬、光滑而透明，形体转折流利，高光、反光、透光均较明显，其厚薄

及所盛物的颜色决定着色彩的变化，描绘时我强化了高光、反光、透光的表现，多采用

湿时重叠法表现其厚薄和盛物状况。白色挑花桌布柔软、单薄、透底，转折缓、折纹

显，其色彩因光照和厚薄透底状况而改变，描绘时平面桌布我用油画棒预画出织纹后再

涂底色；立面桌布则是先涂底色再吸洗出花纹。通过以上诸多方法，几个不同质地的物

象质感就突出地表现出来。 

水彩花卉的画法 

  花，色彩艳丽，形态多姿，为人们所喜爱，为画家所描绘。画家描绘花的美姿，不

但可以美化生活，振奋精神，而且可以借花的美质表现一种精神和品格，给人以美的享

受和熏陶。然而，由于花的种类繁多，形状、色彩、姿态各异，加之其质地柔软、透

明、鲜嫩，更增加了表现的难度。画花卉是绘画基础训练中较难的课题。 

  花有数千种，各有特色，不能一一谈及。但从其外形分析，不外乎有大花和小花、

单瓣和复瓣的差异。结合《丁香和波斯菊》一画谈花的画法，就可侧重介绍中小型花和

单瓣花的画法，并推及大花和复瓣花头的画法，有举一反三之助。下面具体谈谈《丁香

和波斯菊》一画的绘制过程。 

  设置：丁香花小而碎，多个花头长在一起，近似串串葡萄，姿态多样，色彩优美，

为了丰富画面，则又寻来几枝波斯菊，插入玻璃瓶置于丁香花的偏后部位，桌面仍感空

虚，便随意撒放了几个花瓣。两瓶花安放好后，作者对花的主次、疏密和不同朝向进行

了调整，形成了浅灰色背景托深色花，深色花衬浅色花的状况。这样，一个主次分明、

层次清楚、疏密适当、统一而有变化的静物设置就显现出来了。 



  构图：根据整个静物的组合状况，采用了横幅构图。勾画轮廓时研究了整个静物的

外形变化和留空状况，使其既不拥挤又不空虚，外形具有节奏变化。为了表现花和叶的

生动姿态和组合状况，对花和叶的大小、疏密、前后、隐显以及俯、仰、向、背进行了

认真观察和勾画，主要花勾画细致，辅助的花和叶仅勾画其外形。这样在勾稿时就分清

了主次，给着色用笔留下了创造的余地。 

  着色：着色前对整个静物的色彩组合状况进行了观察，对着色方法和程序亦作了分

析和安排。这组静物比较明亮，黄灰色环境包围着紫色和红色两组花束，紫、红两色花

束又衬托着明亮的浅色花头，色彩艳丽、层次分明、主题十分突出。着色以干湿画法相

结合，从浅到深较为适宜。根据这种分析，涂绘大调子时，从浅色花头和水罐画起，仅

画出浅淡的基色；然后将纸染湿，用大笔接画背景并力求一次画准；在背景未干时就重

叠模糊而虚远的花和叶，井逐步画向较清晰的及至玻璃瓶和桌子。主要花头和前突的部

分物象，等大体色干后用干后重叠法再进行加工。这幅画朝前的浅色花头是重点描绘对

象，丁香花小而碎，加工时未一一刻画，主要是画出花头组合的大的形体、色彩、明暗

和层次，在其基础上仅对个别突出花头进行加工；波斯菊是单瓣花头，视其单薄但有体

积，描绘时我抓住它俯、仰、向、背的不同朝向，花瓣起伏及其转折的表现，其体积状

况就显现出来。 

  花难画主要有两方面难题：一方面是因为花的种类繁多，形色多样，俯、仰、向、

背更是变化复杂；另一方面是花束组合，外形起伏多变，花叶四散难以表现。描绘花主

要在于先画好花头的形体起伏和明暗色彩变化，以体现其基本形体特征和色彩，在此基

础上再抓住个别突出花瓣深入描绘，以表现其个别特征和生动姿态；表现花的组合，首

先要把握花束组合大的外形变化，然后再分组描绘其内部起伏，并靠虚实和不同朝向体

现其花叶四散的整体形态，这是画花的基本方法。总之，画花要研究其自然生长规律，

并遵照艺术规律去概括处理，任何复杂的花束都能真实、生动和艺术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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