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素描概述　

素描不仅是美术院校的一门重

要基础课，更是艺术世界里的一门

重要学科，素描也是现代美术教育

中最基础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是造

型艺术的基础，它是艺术家认识世

界、表现世界最行之有效的手段。

本章主要讲解素描的基本概念、素

描的产生和发展；素描的分类及工

具与材料介绍、作画姿势握笔方法

等基本知识，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

可以为今后学习素描打下一定的理

论基础。

　　

学习要点：

1．素描的概念

2．素描的发展

3．素描的分类

4．素描的工具与材料

5．素描作画姿势及握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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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素描的概念及发展概况

一、素描的基本概念

广义上的素描，泛指一切单色的绘画；狭义上

的素描，专指用于学习美术技巧、探索造型规律、培

养专业习惯的绘画训练过程。素描主要表现物体的

形体、结构、透视、比例、运动、空间、明暗等各种造

型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理解。

（1）素描是相对于色彩画而言的一种绘画形

式。素描是借助单色线条或块面来塑造形象，是一

种对客观物象的形态和结构特征进行单色表现的

一种绘画形式。

（2）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本功。造型包

括造型的观念、造型的美学原则、造型的形式要素

和造型的表现手法等，素描的研究内容涵盖了除色

彩之外的所有绘画造型的内容。

（3）素描是画家和设计师为美术创作收集素

材，表现构思、创作、设计意图及交流设计方案的语

言和手段。

（4）素描作为绘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具有独

立审美价值的画种。以素描形式表现的肖像、风景、

静物、组画、连环画以及主题画，都是绘画创作的一

种形式。优秀的素描作品同其他绘画作品一样，也

是人类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素描的发展概况

1．西方素描的产生和发展概述

世界素描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就总体而论，是

随着美术史的系统脉络而演变的。在不同的时期，

各国都曾出现过著名的画家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素描作品（如图 1-1 所示）。无论属于什么派别的

画家，他们均以承前启后、不断探索的精神为世界

素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原始、古代的素描

史前艺术，一般指大约公元前 50000 年至

5000 年的远古艺术，在 50000 年至 15000 年前

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母系社会，结合原始巫

术信仰以自然现象、动物、植物作图腾崇拜而开始

了造型艺术的创造。这一时期的创造均以朴素形

式进行，无论骨刻、石刻装饰纹样、原始洞窟壁画或

陶器纹样和石板画，所用的有限颜色都属于素描范

�

畴。素描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人类最早开始

懂得绘画是从素描开始的。根据考古的发现，现在

所知世界最早的绘画是距今 2万年前的法国拉斯

科洞穴壁画（如图 1-2 所示）和约在 1万年以前

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如图 1-3 所示）。

前者是旧石器时代的绘画遗迹；后者是旧石器时

代晚期绘制的。原始人用最简单的材料和最简单

的表现形式——线条、图案、符号，来描绘自然，记录

人们的生活。

图 1-1 　自画像　　达·芬奇（意大利）

图 1-2 　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



图 1-3 　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

3．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素描

古埃及素描传统的表现技术几乎和象形文字

一样成为一种规范化公式的产物。这一时期素描造

型体现出较强的装饰性，但表现手法较单一、雷同，

如用线描表现轮廓，用默写想象方式造型，一律在

侧面头部画上正面眼睛，正面身体加上侧面的双脚

的“正面律”定型样式（如图 1-4 所示）。甚至在

人物比例上都有严格的数据规范，如人物全身长度

由手指到腕关节长度决定等。

图 1-4 　古埃及绘画作品

到了纪元前 500 年左右才转向使用芦苇笔作

素描勾线，素描勾线则用阿拉伯树胶以水调和木炭

粉制成的黑色流体作“墨汁”。古埃及素描除少数

使用昂贵的草纸作卷画外，大多在石板上完成，大

部分石片、石板上画出的草稿是为壁画和雕像服务

的设计稿，也有少数用作插图的草图。

在现今伊拉克一带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

与幼发拉底河），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其历

史文化悠久。美索不达米亚素描与绘画作品留下

不多，从工艺品线刻和残存的壁画残片上可见其

当时的素描造型已经将线条和明暗法结合起来而

使作品具有了立体效果，且善于应用黑白色块组

织形象。

4．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素描

古希腊艺术被称为“欧洲艺术的摇篮”，也是

西方艺术的鼻祖。古希腊素描的总体特点是造型优

美、比例得当、形象写实；非常重视线的表现力，形

成了一种轮廓画法，色彩单纯，线条流畅，疏密有序

具有独特的质朴之美。古希腊的瓶画，能够反映出

古希腊素描创作的风格与成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希

腊素描的重要史料和依据（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古希腊瓶画

希腊罗马时代画家的素描样式很多，有在木板

上画的素描，有在石板上以棕色、黑色和炭棒画的

素描，还有在羊皮纸上画的素描，这些作品大都是

作为壁画创作稿的依据。当时还以素描形式作建筑

设计图和绘制地图。古希腊罗马素描经过临摹和变

化流行于中世纪。据记载，当时使用的素描工具有：

银笔、铁笔、钢笔、毛笔与海绵橡皮，还有木炭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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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铅笔的矿物质材料，并以削尖的芦苇笔画在纸上

或羊皮纸上，线条效果细致。

希腊罗马时代留下了一些纪念性的素描作品，

其中海尔库拉涅乌出土的大型单色素描是刻在大

理石石板上的作品，以黑赭色线条画出的这幅作品

极为高雅，可以说是模仿菲底阿斯的风格，很像巴

特农神殿中的命运三女神之衣纹处理，手法自由洗

练，是早期线面结合法素描中的一种风格优美华丽

的作品，希腊、罗马晚期作品逐渐显示出走下坡路

的趋势。

5．中世纪的素描

中世纪指公元前 5世纪罗马帝国终结到公元

15 世纪文艺复兴开始之间。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

宗教道德观影响和禁欲主义思想，一切世俗的艺术

活动均被视为感官享受而严厉禁止，文化艺术只能

为宗教服务，因而教堂和宗教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中世纪绘画是为基督教服务的一种艺术，这一

时期的绘画主要体现在马赛克镶嵌壁画（如图 1-6 

所示）、彩色玻璃窗画和手抄本插画上，素描创作很

不景气。因为当时很少有画家面对自然和客观物象

认真写生作画，素描只是师傅的画稿和范本。

图 1-6 　中世纪宗教画

中世纪素描的总体特点是：线性轮廓，平面化

造型，人物形象呆板、概念化和程式化。素描常用的

工具主要有：铅笔、银笔、木炭笔、毛笔、芦苇管笔、

鹅毛管笔等。

6．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

16 ～ 17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素描，

在西方素描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丰碑，标志着西方素描走向成熟，文艺复兴时期的

素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素描是文艺复兴时期整

个造型艺术的基础，意大利的素描又代表欧洲素描

的主要倾向，对西方整个美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大师杰出的贡献奠定了素描科学形

体法则的基础，其基本思想与认识方法至今仍被

人们视为素描造型中的普遍规律。到文艺复兴盛

期，素描不仅在绘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而

且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形成一个独立的绘画品

种，画家和雕刻家均具有扎实的素描绘画基础和

修养。

文艺复兴时期素描艺术技法上的特点，主要体

现在以写实传神为首要任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

和实际考察的表现技法，把解剖学、光学、几何学及

透视原理等方面的知识运用于素描创作中，对素描

技法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素描常用的工具主

要有：银笔、炭笔、木炭、黑色铅笔、棕色铅笔、黑色

粉笔、蜡笔、毛笔、芦苇管笔、鹅毛管笔等。

达 ·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被誉为文艺复

兴“三杰”。他们的艺术创作也集中体现了欧洲文

艺复兴时期美术的高度（如图 1-7 所示），他们的

出现把文艺复兴带入了盛期。

达 ·芬奇是站在文艺复兴时期素描艺术的高

峰之巅的画家，他将绘画的造型观与表现方法都推

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达 ·芬奇认为绘画是一门科

学，并从艺术理论和自然规律上进行了深层次的探

究。达 ·芬奇造型技巧明确、简约和谐、转折微妙，

均得助于对明暗渐变规律和解剖结构的精湛研究，

达 · 芬奇在 16 世纪发展了人体比例学，用圆形、

正方形和三角形去求证人体的典型比例，这种比例

也只能在意大利人的形体中找到依据（如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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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人物素描作品　达·芬奇（意大利）

图 1-8 　人体比例　达·芬奇（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伟大的素描巨匠是米开

朗琪罗，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激情，追求风格与个性

的艺术家。达 ·芬奇一生运用着比较恒定的深厚

而典雅的风格进行创作，而米开朗琪罗的造型手法

却不断变换，充满了悲壮的力量和冲突，无论雕刻

或绘画都具有很强的体块和力度，画笔如同他的雕

刻刀，随着人体的体面变化而刀劈斧砍，形成坚实

硬朗的人物造型（如图 1-9 所示）。米开朗琪罗的

素描传达的都是一个恒定的主题——结构和运动，

在这一主题后面隐藏的则是力度。

图 1-9 　人体素描作品　米开朗琪罗（意大利）

拉斐尔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顶级素描大师，他

的作品博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是手

法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代表了当时人们最崇尚的审

美趣味，成为后世古典主义者们最崇拜的画家，他

的作品也成为后世古典主义者不可企及的典范。他

的作品以“秀美”著称，画作中的人物清秀，场景

祥和。他所画的圣母画像都以母性的温柔以及青

春健美，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他留下了数量可

观的素描习作，其绘画手法灵活生动、刻画精微，

人物既强调理想化又尊重自然，既有米开朗琪罗的

结实雕塑感，又有达 ·芬奇的刚中带柔之感（如

图 1-10 所示）。

图 1-10 　人物素描作品　拉斐尔（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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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还有荷尔拜因、提香、波

提切利、丢勒、乔托、乔尔乔内、马萨乔等，他们在素

描方面都具有极高的造诣（如图 1-11～图 1-14 

所示）。

图 1-11 　人物素描作品　荷尔拜因（德国）

图 1-12 　人物素描作品　提香（意大利）

图 1-13 　人物素描作品　波提切利（意大利）

图 1-14 　人物素描作品　丢勒（德国）

7．十七八世纪欧洲的素描

十七八世纪的欧洲美术是美术史发展上的一

个重要阶段。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它上承文

艺复兴，下启欧洲的 19 世纪。这一时期素描艺术

的总体特征是：注意明暗对比和光影处理，注重人

物造型、空间真实、体积表现、轮廓的虚实、节奏与

�



变化。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素描大师，如鲁

本斯（德国）、伦勃朗（荷兰）、委拉斯开兹（西班

牙）等。他们在创作大量的油画的同时，也产生了

许多为油画而创作的优秀的素描稿件，这些素描稿

件以写实形象出现，表现出了精湛的写实技艺（如

图 1-15～图 1-18 所示），风格上线条流畅、奔放，

人物形象生动准确，在素描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

不可估量的作用。鲁本斯素描中的人体和人物形象

富有内在的生命力和形式张力，轮廓虚实多变，肌

肉的表现富有弹性，作品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伦勃

朗的素描极为注意光线的表现，擅长用明暗对比来

突出体积，素描中的线条主要表现光线和体积。

图 1-15 　人物素描作品（一）　鲁本斯（德国）

图 1-16 　人物素描作品（二）　鲁本斯（德国）

图 1-17 　人物素描作品　伦勃朗（荷兰）

图 1-18 　人物素描作品　委拉斯开兹（西班牙）

8．19 世纪欧洲的素描艺术

19 世纪的法国，迎来了继古希腊与文艺复兴

运动后的第三次艺术发展的高潮。许多优秀的艺术

家聚集在巴黎，使巴黎成为艺术中心，并且相继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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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不同风格的画派。

（1）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画派

古典主义画派注重的是素描关系、光影效果，

色彩放在第二位。画面造型严谨，大多表现的是静

态下的情景，古典主义画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安

格尔（如图 1-19 所示）。 浪漫主义画派强调个性

表现、主张创作自由、重视想象和感情、强调对色彩
程

的表现和渲染，画面构图的动感较强。在造型上较

松弛，线条奔放流畅。代表人物有席里柯和德拉克

洛瓦（如图 1-20 和图 1-21 所示）。

图 1-19 　人物素描作品　安格尔（法国）

图 1-20 　人物素描作品　席里柯（法国）

图 1-21 　人物素描作品　德拉克洛瓦（法国）

（2）现实主义画派

现实主义是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独特的艺

术现象，指 19 世纪产生的艺术思潮，又称为“写

实主义”，以现实的、具体的、变化中的人的精神世

界及生活遭遇为描写对象，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中探讨人生底蕴，进行真实的审美反映。这一画派

的宗旨是实事求是地表现生活和自然的关系和矛

盾。这一时期的素描大师有米勒、库尔贝、门采尔等

（如图 1-22～图 1-24 所示）。

图 1-22 　人物素描作品　米勒（法国）

（3）印象派

印象派抛弃了在画室内作画的传统画法，而主

张画家亲自到户外去作画，到大自然中去感受真实

的阳光和色彩。印象派是个反传统的典范，更进一

步地运用科学化的描写法追求对外光的表现，他们

观察到自然界的一切景物都会在阳光下不断变成

彼此之间的光影关系。代表人物有：莫奈、德加、雷

诺阿等（如图 1-25～图 1-28 所示）。

�



图 1-25 　人像素描作品　莫奈（法国）

图 1-23 　人物素描作品　库尔贝（法国）

图 1-26 　人物速写作品（一）　德加（法国）

图 1-27 　人物速写作品（二）　德加（法国）图 1-24 　人物素描作品　门采尔（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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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人体素描作品　雷诺阿（法国）

（4）后印象派

后印象派是法国美术史上继印象主义之后的

美术现象。后印象派在把印象派的对光影的执着承

接过来的同时，更加强调内心主观的感受和表现。

如果说印象派是科学地、客观地研究表现世界，那

么后印象主义画派，注重的则是如何在绘画中强调

表现画家的主观情感和内心世界，不再片面追求外

光和色彩效果在画面上产生的真实感觉，而是具有

更为主观化的感情因素和象征性的精神观念，这种

观念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代表人物有：塞

尚、梵 ·高、高更等（如图 1-29～图 1-31 所示）。

塞尚注重物质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构的表现；

梵 ·高追求线和色彩自身的表现力以及画面的装饰

性；高更则注重于艺术表现的原始性和象征性。

（5）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

19 世纪末，俄国美术教育家契斯恰科夫总结

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实主义教学的传统方法，经

过实践制定出了一套完整的素描教学体系——契

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该体系对后来推行的美

术教育规范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手段，产生了深

远影响。

图 1-29 　人物素描作品　塞尚（法国）

图 1-30 　人物素描作品　梵·高（荷兰）

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强调对自然和生活

的观察，强调科学论证的态度，强调观察、理解和表

现的系统过程，以精确描写模特、重视质感表现、重

视透视空间为训练模式，要求学生必须以精通解剖

作基础（如图 1-32 所示）。在形体教学中强调立

体造型原则，反对为线条而线条的画法，形成了以

体面结构表现形体这一该体系的素描特点。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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