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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基础知识概述1.1

1.1.1  透视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体积、外形相同的两个物体，会因为空间位置

的不同，因为透视现象表现为近处的物体比较

大，而远处的物体比较小。在绘画中这种透视

现象被称为“近大远小”。

在这个立方体结构的透视示意图中，我们可

以看到，因为透视的作用，虽然绘制的每个

立方体顶面与侧面的大小不相同，但是我们

仍然觉得这些立方体的大小是相同的。

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中，在三维的世界里，物体具有长、宽（又称“进深”）和高三个维度；而在绘画

的二维平面世界中只存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此时若要表现物体的立体感和纵深感，就需要运用透视来实

现平面到立体的转变。 

在一点透视下，立方体表示进深感的线条全部汇

集于水平线上的一点，拉开了近处面与远处面的

距离感，从而强调出了立体感。此时从上方的角

度观察立方体，水平高度线位于立方体的下方。

从侧面的角度观察立方体，视点横向

偏移，而水平高度线并不产生变化。

如右图所示，在一个场景的绘制

中，同样的房屋、树木、电线杆

等物体，距离画面越远就会越

矮，体积也会越小，这便是上文

中所讲的“近大远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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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的基本规律：

1.平行透视:一个立方体只要有一个面与画

面平行，透视线消失于心点的作图方法，称

为平行透视。

2.成角透视:一个立方体任何一个面均不与

画面平行，但是它垂直于画面底平线。它的

透视变线消失在视平线两边的余点上，称为

成角透视。

3.倾斜透视:一个立方体任何一个面都倾斜

于画面,除了画面上存在左右两个消失点

外，上或下还产生一个消失点，因此作出的

立方体为三点透视。

在画面中不平行的直线，

但却实际上相互平行的直

线却消失在同一点上。  

表现立体图时，常用一种透视法，这种方法源于人们的视觉经验：大小相同的物体，离你较近的看起来

比离你较远的大。例如，当你沿着铁路线去看两条铁轨时、当沿着公路去看两侧排列整齐的树木时，两条平

行的铁轨或两排树木连线交于很远的某一点，这个点在透视图中叫作“消失点”。 凡是平行的直线都消失于

无穷远处的同一个点，消失于视平线上的点的直线都是水平直线。

在画面中不平行的直线，

但实际上相互平行的直线

却消失在同一点。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消失点

在画面中不平行的直线，

但实际上相互平行的直线

却消失在同一点。  

在画面中不平行的直线，

但实际上相互平行的直线

却消失在同一点。  



漫
画
素
描
技
法
3       

场
景
篇

4

1.1.2  圆面透视的基本规律

视平线

视平线

消失点 视平线 在左图中，画面中相互平行的圆，无论远近都保

持为圆形，只有近大远小的变化。 远处的树木比近处

的树木，看起来小得多，远方的高山看起来不如近处的

楼房高。人的眼睛看物体为什么总是“近大远小”呢？

原来，眼睛中的水晶体相当于一个凸透镜，视网膜相当

于像面。若看清楚某个物体，必须使它的像落在视网膜

上。从人眼瞳孔中心对物体的张角与视角相等，所以视

角的大小决定了视网膜上物体的像的大小。同样高的两

棵树，离开眼睛远的一棵，它的视角比近处的那棵的视

角小，因此，远处的树看起来比近处的小，“近大远

小”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何种状态的圆形，只要先画出相应的方

形透视，便可以画出相应的圆形透视图。

在右图中，圆形透视变形后其形状为椭圆形。

与地面平行而与画面垂直的圆，其位置越接近视平

线，透视的变化也会越大。

圆形透视变形后其形状为椭圆形。与

地面和画面垂直的圆，它的位置越接

近视中线，透视的变化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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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远小是视觉的自然现象，正确利用这种性质有利于表现物体的纵深感和体积感，从而在二维的画面

上表现出三维的体积感。同样的一个人，离开眼睛远的一个，他的视角比近处的视角小，因此，远处的人看

起来比近处的小，近大远小就是这个道理。 简单地说，就是视角不同。

绘制时注意人物臀部的位置

都在同一个高度。上半身以

仰视角度绘制，下半身以俯

视角度绘制。

人物越是靠近镜头，仰视、

俯视的角度就会越大。

仰视部分

俯视部分

视平线

1.1.3  空间中无限的进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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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视觉的原因，近处的物体感觉会更清晰，而远处的物体感觉会有些模糊，这一现象在绘画中也经常

用来表现物体的纵深感．事实上，在绘画过程中，往往会更加强调近实远虚。

绘制时将人物的头部高度统一在

一条水平线上，逐渐放大人物，

进深感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了。

仰视部分

俯视部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位于视平线以下

的都属于俯视部分。如左图所示，如

果用相机拍摄风景，那么，比自己矮

的人就会被拍摄成左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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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左图所示，海平面与天空的边界线

被称为“水平线”，划分陆地与天空

的线被称为“地平线”。所谓“水平

线”就是拍摄者眼睛的高度。

当我们需要表现空间的“亮度”时，就需要如上图那样拍摄。这样的画面人

物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伴着夕阳的余晖，显得画面非常明亮，整个画面给

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当我们需要表现出空间的“深度”时，就需

要如上图那样拍摄，这样拍摄人物在场景的

映衬下显得画面空间感很好。   

所谓“水平线”，就是向水平方向望去，天和水面交界的线。

1.1.4  什么是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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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水平线就是将上面部分与下面部分划分开来的分界线。确定水平线时要考虑需要表现从什

么高度看到东西。当需要表现从上面看到东西时，就将水平线安排在上面，当需要从下面看到东西时，就将

水平线安排在下面。同时，根据水平线，可以分别画出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角度。

许多时候，画面都是由仰视的部

分和俯视的部分共同构成的。

上面部分

下面部分 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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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透视，画面就会显得像一个平面。

最初研究透视是采取通过一块透明的平面去看景物的方法，将所见景物准确描画在这块平面上，即成该

景物的透视图。后来将在平面画幅上根据一定原理，用线条来显示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和投影的科学称为

“透视学”。

增加了透视的画面显得很有空间感。

水平线

透视变化的规律是近大远小，即构成物体的面都向远方消失。圆形透视变形后是一种椭圆形，方形透视

变形后是一种向消失点倾斜的四边形。其他形状的面都可以分解或概括成以上两种基本形状，准确的透视关

系可以加强物体本身的纵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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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空间与立体的表现

透视学在绘画中占很大的比重，它的基本原理是，在画者和被画物体之间假想有一块玻璃，固定住眼睛

的位置(用一只眼睛看)，连接物体的关键点与眼睛形成视线，再相交于假想的玻璃，在玻璃上呈现的各个点

位置就是你要画的三维物体在二维平面上的点的位置。

上面部分

下面部分

水平线

上面部分立体结构的顶

面我们是看不见的。

下面部分立体结构的底面

我们是看不见的。

越是靠近水平

线，圆柱示意

图断面的椭圆

形就会越窄。

上面部分

下面部分

水平线

用圆柱来处理人物

的身体结构，辅助

完成人物的绘制。

空间的特征

物体越小，两者间看上去距离就会越远。

简单地将相同的人

物缩小，然后将它

们并列起来，就会

给人以进深感。

越是与水平线距离远，圆柱示意

图的断面就会越接近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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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感”指三维空间中反映出的相对深度，具体到漫画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物体本身的体

积感（立体感）和物体与物体之间的距离感。绘画是在二维平面空间上创造三维立体空间，绘制的时候应注

意：1. 近大远小，进实远虚；2. 物体的体积感，质感的刻画。

平面的图像因为缺乏大小的对比、明暗的对比、虚实的对比等，画面显得很平，没有空间感。

立体的图像因为有大小的对比、明暗的对比、虚实的对比等，画面显得很生动，空间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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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对身高不同的姐妹。
在她们旁边放一张纸，她们之间的身高差就显得更明显了。

两人之间的身高差。

通过一点透视能够表现出板子的立体感。

长方形角的部分

从长方形边角的部分横向绘制一条直线

就能准确地区分出两个人的身高差。

绘制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的头顶位于同一高度，那么就显示出两个人的身高相同，并且

两人位于同一空间，不存在距离感，所以也不存在空间感。

1.1.6  从二维到三维

两点透视：你将例图上的每一条线无限延伸，发现它们会汇聚到两点上；三点透视：你将例图上的每一

条线无限延伸，发现它们会汇聚到三点上。 这是它们最基本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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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远小是视觉的自然现象，正确利用这种性质有利于表现物体的纵深感和体积感，从而在二维的画面

上来表现出三维的体积空间。

由于视觉的原因，近处的物体感觉会更清晰、更大。 远处的物体感觉会越来越小，显得模糊。

不经意间又出现了拐角。在左右两边的不同方向上出现的斜线，让人感觉到了进深感和宽度感。

进度 宽度

高度

左图为典型的两点透视。两点透视又称

“成角透视”。顾名思义，两点透视与

一点透视的差别在于两点透视拥有两个

消失点。所以在表现手法上与一点透视

不同，较之更能突出表现物体的立体

感。将其运用在背景的绘制之中，能更

好地体现出画面的空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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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透视下的高度变化

不同位置同一箱子变化

正面 背面

左侧面 右侧面将两种情况结合起来。

如上图所示，两点透视是一点透视的组合。

我们在二维的纸面上要塑造三维的空间，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要体现出画面的纵深感。集中于两点的斜线

使画面产生进深感，这便是两点透视。



第     

章
1

透
视
原
理

15

三点透视是在两点透视的基础上在水平线外再增加一个消失点的透视方法，它更像是两点透视与一点透

视的结合。在描绘时，不仅可以表现出物体的立体感，更能表达一种强烈的纵深感。通常，三点透视用于描

绘仰视或俯视等高角度视角，也常用于描绘高大的物体。

准确地把握人

物的大小，并

进行绘制。

表现仰视看到的建筑物

或俯视看到高楼间的街

道等的落差高度。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绘制时，包含着水平线的立

体结构，在三点透视中是不被采用的。如上图所示。

水平线

仰视

俯视

将焦点放在比水

平线高的位置上

进行绘制。

将焦点放在比水

平线低的位置上

进行绘制。

在透视投影中，一束平行于投影面的平行线的投影可以保持平行，

而不平行于投影面的平行线的投影会聚集到一个点，这个点成为灭点。

灭点可以看作是无限远处的一点，在投影面上的投影。

水平线

如果是平行透视，那么只有一个灭点，

在对象中间的后方。方法是延长物体左

右纵深的两条有汇聚趋势的线，向后方

汇聚于一点。平行透视能产生纵深感。

试着将与水平线交叉

的灭点放大来看。

此时虽然无法清楚地看

到，但却可以知道实际

存在的四个角。

现在不妨想象一下通过仰视

看到的梯子或电梯吧。虽然

远处的一端看上去变得很

窄，但是却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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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都市中，这类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摩天大楼随

处可见。它们有着与钢质如出一辙的坚实感，且

拥有更光洁的外表。因此在表现都市气息极重的

高楼大厦时，应适当表现出其光影效果。

左图中描绘的是沙漠中的建筑，在西亚

东非地区常见的建筑群体。沙土制的房

屋充满了浪漫、神秘的异国情调。

魔幻风格的建筑，在造型上，

与普通现代建筑有所不同，更

倾向于宗教、艺术类的风格。

1.1.7  不同透视的场景

你必须先理解什么是一点透视，什么是两点透视，什么是三点透视，先理解了这些理论性的内容才可以

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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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透视1.2

1.2.1  一点透视构图法的基础

一点透视又称“平行透视”，原因是它只有一个消失点。一点透视：就是有一面与画面成平行的正方形

或长方形物体的透视。这种透视有整齐、平展、稳定、庄严的感觉。

透视是一种把立体三维空间的形象，表现在二维平面上的绘画

方法，使观看的人对平面的图像有立体感，如同透过一个透明

玻璃平面看立体的景物。

在一点透视中，物体必定存在与画面平行的面，或者是某个矩

形平面的一组边平行于画面，而平行于画面的平面会保持原来

的形状，它的透视方向保持不变，没有灭点，水平的依然水

平，垂直的依然垂直，所以一点透视又称为“平行透视”。

视平线

消失点

透视规律是透视作图时所运用的将三维景物的立体空间形状落

实到二维平面上的基本规律，其中包括直线透视规律和曲线透

视规律。

由于人眼特殊的生理结构和视觉功能，任何一个客观事物在人

的视野中都具有近大远小、近长远短、近清晰远模糊的变化规

律，同时人与物之间由于空气对光线的阻隔，物体的远、近在

明暗、色彩等方面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因此，透视分为二类，

即形体透视和空间透视。

形体透视亦称“几何透视”，如平行透视、成角透视、倾斜透

视、圆形透视等。

色彩透视亦称“空气透视”，是指形体近实远虚的变化规律，

如明暗、色彩等。

如左图所示，一点透视就是立方体放在一个水平面上，前方

的面（正面）的四边形分别与画纸四边平行时，上部朝纵深

的平行直线与眼睛的高度一致，消失成为一点。而正面则为

正方形。

在60°视域中，观察正六面体上下、前后、两侧，三个面，不

论立方体在什么位置，只要有一个面与可视画面平行，立方体

和画面所构成的透视关系透视就叫“平行透视”（它只有一个

消失点） 。

在一幅漫画之中，通过消失点的那条水平线是我们眼睛平视时

看到的位置，称为“视平线”。视平线的位置决定了画面的展

示角度。
视平线

消失点

视平线

消失点

原线 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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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平线

消失点

视平线

消失点

视平线

消失点

最初研究透视时，采取通过一块透明的平面

去看景物的方法，将所见景物准确描画在这块平面

上，即成该景物的透视图。后遂将在平面画幅上根

据一定原理，用线条来显示物体的空间位置、轮廓

和投影的科学称为“透视学”。

在我们的视觉中，如果立方体不包含消失点、视平线和主垂线

时，我们可以看到立方体的三个面。当立方体位于视平线以上

的位置时，我们就能看到正面、侧面和底面；当立方体位于视

平线以下的位置时，我们就能看到正面、侧面和顶面。如左图

所示。

而在我们的视觉中，如果立方体包含主垂线或视平线时，我们

就只能看到两个面；当立方体包含视平线时，我们只能看到正

面和内侧面；当立方体包含主垂线时，我们只能看到正面和底

面。如右图所示。

正六面体的平行透视最少可以看见一个面，最多可以看见三个

面。正六面体作图的线段有水平线、垂直线和消失线。这三组

边线的透视方向是：两组各四条边线与画面平行，不消失，

有四条边线与画面垂直，这四条边线向主点消失。消失点在视

平线上，凡是物体居于视平线上方的任何一点，都比人的眼睛

高，反之比眼睛低。如图所示的水平粗线即为视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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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巷的进深感非常明显，因此可以通过绘制，学习和掌握一点透视的具体方法。

绘制小巷的步骤

01  首先用简单的长线条勾勒出小巷的草图效果。

02  画出小巷的水平线，这样就能使画面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划分得很清楚。

03  注意屋顶的斜线与地面的斜线相交
叉的位置，画面中斜线交叉的位置

就是画面的灭点。

房屋的斜线

地面的斜线

在确定了小巷宽度的基础上，走廊的草图就不难确定了。

视平线

灭点

01  首先画出一个四方形，并
且在四方形的中部画出一

条长直线作为视平线。
02  找出灭点并将它与四方形的

四个顶点连接起来。

较窄的走廊示意图。 较宽的走廊示意图。

1.2.2  通过绘制小巷来学习一点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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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找准灭点后就从灭点处开始绘制。首先用简单的
长线条标识出房顶、街道，以及地面的透视。

一点透视的特点：

1. 平行画面的平面保持原来的形状；平行画面的轮廓线方向不变，没有灭

点。水平的保持水平，垂直的仍然垂直。

2. 与画面不平行的轮廓线垂直于画面，称为“变线”，这些变线集中消失于

一点，即主点。

一点透视的透视规律:

1. 平行透视只有一个主向灭点——主点。

2. 平行直角六面体在一般状况下能看到三个面，在特殊情况下，只能看到两

个面或一个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