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论

这是一个“训练”的课堂，也是一个“认识”的课堂，从“训练”到“认识”再到“应用”是一个有机组合

的过程。“训练”中的“训”是教师的职责，“练”是学生的任务。“训”的宗旨是让学生提高认识，掌握技能；

“练”的宗旨是让学生不断犯错误，然后接着再练，直到随心所欲地让“动态物体”运动起来，从而使学生步入一

个新的层次，达到动画创作基础训练的目的。

“动画专业速写”的主要内容是把人物、拟人化的动物和无生命的物体用快速提炼的方法进行随意写生和通

过创意表现出对象的特征和表情，记录下创作者瞬间的灵感。与其他艺术专业的速写所不同的是，动画速写要在

“动态”的基础上把握“动作”的连续性，这也是在动画表现中培养快速取舍能力、提高艺术表现技巧的重要手段。

在学习后面的内容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艺术家是如何用速写来认识和表现对象的，这样有助于我们

对动画速写的深入认识和理解。

速写是人类最早的绘画方式，人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最质朴的自然手法，以最接近人类本能的绘画方式对所

见所想进行了概念化的诠释。人们在满足自我物质需要的同时，逐渐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兴趣。随后对静止的事

物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后来静物的表现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人们希望让美好的事物运动起来。但这种转变

也是出自对周围事物和自身的了解。《易经》中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这就说明古人们也有观察和表现的欲望，他们表

现的范围及题材很广，动物、人物等只要与人生活有关的内容都会去表现。他们用简洁的手法把看到的事物表

现得栩栩如生。后来人们对人体的关注，是由于人体作为大自然最完美的“作品”，集中体现了自然界最微妙、

最生动、最均衡、最和谐的美。艺术家们通过他们天才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作了许许多多无与伦比的人体杰

作，展示了人体绝妙、非凡的艺术魅力。当然一些作品中还有动物，它们以美妙、概括的动态凝固于瞬间，如法

国拉斯科洞穴壁画、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和中国云南沧源洞穴壁画等作品中的动物都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如图 0-1 ～图 0-� 所示。

图 0-1　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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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古埃及的浮雕壁画

图 0-�　中国云南沧源洞穴壁画

图 0-�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直到一种成熟的文化在古代发展起来以后，人类才开始具有观察和描绘实体外形的能力，并由主观观察转变

到客观观察上来，而这种转变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比如，早期埃及的绘画艺术强调的是威严、庄重和稳定。在结构上不是解剖式的，而是强调绝对的对称与平

衡，在人物神态上也是端庄平和的。当时作品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如古埃及的壁画作品是以阴阳刻相结合的手

法完成的，古埃及的绘画也是以线条为主来表现主要对象的，如图 0-� 和图 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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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古埃及的绘画

中世纪宗教艺术普遍带有一种困惑和神秘感，人们对人体结构的理解已经非常透彻，但在动态上显得有点神

情恍惚，似乎充满了渴望得到上帝拯救的欲望。如图 0-� 所示的绘画中基督身体下沉，腹部突出，极为真实地表

现出基督的手臂和肩膀承受的压力，他尖削的面容、紧闭的眼睛和松弛的嘴角，呈现出生命趋于消亡的痛苦。中

世纪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延续了秦汉时的特点，造型潇洒、自然、飘逸，追求虚幻，但并不神秘，如

图 0-� 和图 0-� 所示。

图 0-�　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石

图 0-�　中世纪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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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们试图使古代裸体塑像获得重生，开始注重进行科学的观察与解剖。如莱

奥纳多 · 达 · 芬奇（1���—1�1�）的作品表现的动姿体现出真实性的解放和自由，对束缚人们的宗教行为有强

烈的反抗意识和欲望，但又离不开对基督教的精神寄托。当时还有另一巨匠——米开朗基罗（1���—1���）， 

他的创作作品使人感到素描像身体里蕴藏着无比强大的反抗力量，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精神写照。在西方艺

术大师的素描作品中，速写和素描几乎是不进行区分的，在视觉元素和造型手法上两者是一致的。（见图 0-� ～ 

图 0-11）

1� 世纪至 1� 世纪的艺术一改中世纪美术的神秘性和对人性的束缚性，取而代之的是以对人性健康生存行

为的描绘。艺术家们把人性的健康、高贵、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使之成为人类美好追求的主要方面，动态上显得

非常流畅、和谐、自然。如伦勃朗、鲁本斯等人创作的作品把人物刻画得极其优美，结构解剖关系处理得恰

到好处。（见图 0-1� 和图 0-1�）

图 0-�　南北朝时期的壁画

图 0-�　[ 意 ] 达 · 芬奇的素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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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 荷 ] 伦勃朗的速写作品

图 0-11　[ 意 ] 米开朗基罗的素描作品（二）

图 0-10　[ 意 ] 米开朗基罗的素描作品（一）



�

动画专业速写

图 0-1�　[ 法 ] 德拉克洛瓦的速写（二）

图 0-1�　[ 法 ] 德拉克洛瓦的速写（一）

图 0-1�　[ 比利时 ] 鲁本斯的速写作品

1� 世纪初的人体艺术带有较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艺术家们在准确把握人体结构的基础上，有意使

形体发生变形，以体现自己内在的浪漫性和理想性，如德拉克洛瓦的《人狮搏斗》和安格尔的速写人物，其人物动

态悠闲而不写实，这正是安格尔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而表现出的近乎神话般的形象。（见图 0-1� ～图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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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世纪初人们崇尚科学技术，希望通过科技的进步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甚至走向他们

所期望的反面。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人们美好的梦想，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化大生产使人们的个性受到压制，

孤独、空虚成了当时人们的通病。当代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恐惧与痛苦，有的艺术家甚至投身到革命当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科技的不断发展，脑力劳动代替了体力劳动，人们从求生方式改变为竞争方式。这种环境的

改变，使大多数人的形体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畸形”甚至是丑态百出的“怪人”。当代艺术家们所经历的巨

大变化必然导致他们对恐惧、痛苦、荒诞、孤傲不安等方面加以渲染。如埃德加 · 德加的《舞女》把人体一切琐

碎的细节无情地去掉，只保留富有生命力的主要形体，整体感非常强，动态也极其优美。雕塑家罗丹被瞬间即逝

的人体整体表现力所感动，他让模特儿不停地在工作室里来回走动，寻找瞬间的优美动态，用富有感染力的线条，

捕捉超越人体局限的形态。毕加索的绘画更是不惜对人物形体进行夸张和变形，用结构语言来表现自己心中的

情感，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都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现象，无疑给我们带来一种活跃的、思想解放

的情态和充分表现主观意念的启示，对动态的理解更加深刻。（见图 0-1� ～图 0-1�）

图 0-1�　[ 法 ] 安格尔的速写

图 0-1�　[ 法 ] 埃德加 · 德加的《舞女》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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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 西班牙 ] 毕加索的速写

图 0-1�　[ 法 ] 罗丹的速写

纵观整个造型表现艺术的历史演变，人对自身的研究与认识始终伴随着艺术活动而展开。在艺术实践中，不

可否认人体解剖结构对速写的重要性，这些目的的实现已成为各大院校各门造型艺术的必修课。随着社会的发

展，各门造型艺术的特殊性，又在掌握人体结构的基础上，总结出每一种造型艺术特殊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以

适应本门类的特殊要求。因此，动画专业速写的教学也是为了实现能自由创作动画作品而打下坚实的基础。由

于动画是一门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表演、计算机艺术与技术为一体的新型的交叉性较强的综合学科，而绘画

则是其重要的基础环节之一。动画不同于一般的绘画创作，作为绘画基础的人体结构与运动速写课程训练，理应

根据学生在从事动画创作之前所必须要掌握的造型需求，规范地设计出一套适合于动画专业特点的教学体系，其

教学目的也应以研究人体结构与运动为中心课题而展开，以适应动画中绘画的特殊要求。首先通过系统的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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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训练，明确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在实践中掌握人体结构规律和运动规律，并进一步培养学生快速捕

捉和概括的造型能力。其次要积攒视觉经验，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根据动画的特殊性和教学训练目的，概括出与教学目的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其一，要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

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这主要应从人们的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勇于面对大千世界，努力观察，仔细分辨，抓住事物

特殊的、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因为良好的观察能力和准确的分辨能力是创造新形象的基本能力。其二，要有真诚

朴素的热情。这样才能培养起自己对生活的真理、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和自然生活的自我感受力。其三，要

严格按照系统的人体写生训练的要求去做。人体写生训练分为三种形式，即较长期训练（最多不超过 �0 分钟）、

短期训练即速写训练（最多不超过 10 分钟）和默写训练，这三种形式交替使用，互相促进，以提高学生们的观察

能力和表现能力。其四要做大量的转面训练。由于动画是要让一张张不动的画面运动起来，这就需要学生要有

较强的空间意识。而转面训练正是解决空间意识的最佳办法。具体的做法是让模特儿做正面、侧面、背面、四分

之一侧面和四分之三侧面以及仰视、俯视等多角度的转面训练，以达到对形体的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其五，要有

丰富的想象力，准确捕捉并大胆夸张对象的特征和表情。这种训练非常重要，因为动画的一大本质特征就是极端

假定性，需要用个性鲜活的人物及其行为的生动性来讲故事，因此，学生对写生对象的特征和表情的联想、夸张、

变形等方面要熟练掌握，以便能对所学知识灵活应用。（见图 0-�0 ～图 0-��）

图 0-�0　人物写生需要长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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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人物短期转面训练

图 0-�1　短期训练（学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