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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0年，我们进入列宾美院绘画系学习时，首先接触到的几个俄语专业单词中有这样一个词被广泛使
用在专业教学的各个学科，尤其在素描教学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它就是——结构。
我们当时是中国和苏联恢复互派留学生后，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由国家派出攻读造型艺术硕士学位的
留学生，我们由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推荐，并以前一、二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和壁画系，
应该说，我们已经在国内接受了非常正规的美术专业教育。
因此在列宾美院第一年以头像写生为主的教学中，我们没有感到和俄国同学在造型基础上的差距，甚
至还时常为自己能抓住对象特殊的性格感觉而洋洋得意，但二年级全面进入人体教学之后，我们的自
信心被彻底打垮了。
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对人体解剖的了解，还是在对人体造型的认识及表现方面，我们的基础和俄罗斯同
学之间(尤其是和列宾美院附中的同学之间)差距太大了。
二年级的解剖教学开始全面讲解人体，那个军医出身的解剖教员讲解的医学词汇实在太晦涩，我们几
乎没一个听得懂，为缩短和俄国同学的差距，我们找来各种书籍，死记硬背全身所有骨骼和肌肉的俄
语名词，连说梦话都是这些俄文解剖词汇，终于在俄国同学都谈之色变的解剖口试、笔试中顺利通过
了。
当时对解剖名词盲目地学习，并不能使我们了解骨骼、肌肉的造型特点，甚至连位置都会张冠李戴，
在素描学习中，由于我们找不到机械的解剖知识与对形体认识以及形体表现之间的任何联系，很快这
些俄文单词就被我们一个个抛于脑后，在二年级和三年级的上半期反而使人体造型训练越来越被动、
越来越琐碎，我们陷入了极度的苦恼之中。
三年级的第二学期，今天俄罗斯美术最年轻的院士卑斯特罗夫先生成为梅尔尼科夫工作室的素描教员
，他在第一堂素描课就用他那铿锵有力的嗓音为我们重复了至少20遍——结构。
从此这个在我们的头脑中一直和解剖一词混淆的词语概念被强制性地提炼出来了。
卑斯特罗夫的结构素描教学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我在《俄罗斯素描技法》和《涅瓦回望》两书中都做
了详尽的介绍，他利用结构示意图来启发我们如何认识体块的穿插，利用横断面的造型变化讲解形体
上高低、深浅、松紧及转折关系，并引导我们减化亮面和暗面自身的局部变化，加强和丰富明暗交界
线来表现形体大的转折关系。
这些具体的教学法使我逐渐摆脱了对光影调子的依赖，将解剖知识上升到结构意识的高度认识整体。
在四、五年级的素描课上，我又找回了自信，那些日子里，梦中再也没有解剖名词，取而代之的是一
块块巨大的用石头雕塑成的躯干、大腿⋯⋯梅尔尼科夫先生在一次创作课上对我们讲的一段话，使我
对“结构”一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那天他又在阐述构图的好坏是艺术作品优劣与否最关键的要素
。
他说道：构图就是平面的结构，他注意到我们对此有些不解，继续说：结构是人的理智创作出来的，
人体本来没有结构，有的只是解剖，结构是人认识人体解剖的方式。
解剖是向无限细致发展；而结构相反，是向概括和简化发展。
结构意识在面对自然时是提炼与总结，在面对创作时就是主观的组织和布局。
伦勃朗、达·芬奇、马蒂斯、毕加索都运用非凡的结构意识在创作。
就像爱因斯坦、牛顿用数学总结自然界的规律、圆周律一样，人类又用数学创造出汽车、飞机、飞船
，结构意识对艺术的意义和数学对于科学的意义相仿，结构是我们认识自然、创作艺术品的意识基础
。
梅尔尼科夫的这个观点是我此前此后从没有听任何其他艺术家、批论家提起的，他把结构概念和数学
概念相比，阐述结构在艺术观点方面的意义，不能不说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理论，它使我进一步扩展了
对结构概念的理解范围。
前年中央美院进行了重大的机构改革，临时借调我到造型艺术基础部从事教学和部分组织工作，基础
部和壁画系两个系的教学任务使我没有时间从事创作进修和教研活动，但在美院原解剖课不能适应学
术发展，而临时请我代上这个对于造型专业的学生非常重要的课程时，我又重新翻开了在列宾美院的
笔记，翻开了我收集的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优秀人体解剖书籍，面对那些解剖名词，我再一次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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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道要让美院每年几百个造型专业的学生再走我曾经走过的弯路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希望尝试
一种崭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先认识结构的概念，再用结构意识认识人体，就像先认识数学理念，再
用某一数学公式反映自然物理规律一样，从而达到认识自然和创造艺术的最终目的。
因此我为此书定名为《解构人体)。
1996年回国后，我和叶南先后出版了专著和作品集8本，即《俄罗斯素描技法》、《涅瓦回望》、《镶
嵌壁画材料技法》，之后这本书是第4本全面研究艺术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书籍。
还是那句话，我们曾仰望人类艺术之巅的辉煌，那是金字塔之巅的辉煌，而我们愿做一块金字塔的奠
基石，为我们的同行、学生托起那艺术之巅，而那些孤立的石笋垒得再高，也终究会被历史风化的。
本书中的解剖分析图为德国巴莫斯教授、美国伯里曼教授、俄罗斯卑斯特罗天教授、俄罗斯科罗廖夫
教授和作者孙韬绘制。
书中的要点和重点均用黑体字表示，便于读者领会和认识。
感谢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责任编辑胡建斌对本书的编辑、设计、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无休止的探索过程，而探索的本质是希望寻找到宇宙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如果有一种能将所有自然科学归纳起来，提炼出自然界共同规律的科
学，我认为应该是数学，因为数学研究目的是用逻辑的方式解开自然界所有规律之奥秘。
从牛顿三定律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从化学元素周期表到圆周率，无不是以数学公式的形式体现的，在寻找和理解这些规律的过程中数学
的逻辑是人类思维的根本方式。
在自然科学中数学概念的意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人类的共识。
而在人文科学中，人类却始终在寻找那个能涵盖所有人文规律的理念，并为此争论得喋喋不休。
我们是艺术家，不是哲人，没有妄想创立一个哲学概念，我们只是暂时按照梅尔尼柯夫先生的即兴理
论，假设“结构”理念能涵盖文化、艺术、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等人文科学的根本规律，并暂且
称之为“结论学”。
这样在文学领域就有了语言结构、小说结构、诗歌结构、散文结构，在社会领域就有了政治结构、社
会结构、家庭结构，在艺术领域又有了音乐结构、色彩结构、构图结构、线结构、笔墨结构和造型结
构等等。
在这里结构一词从狭义讲是指各人文学科内部因素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从广义讲这种相互关
联相互作用的结构关系正是人类研究人文科学、创造人文文化的根本思维方式。
因此在人体艺术研究与表现领域，我们称之为人体结构。
这不仅仅是研究人体各组织之间的组合关系，而是运用结构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和表现人体。
既然将结构论称其为“学”问，它作为学科便应该有自己的研究范畴和方法。
但是，人文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有着标准的因果关系，可以用一个等号表示它们平衡的规律。
因此结构学所总结的规律还得借用那些包容量很大的词语，比如“统一对立”、“整体局部”、“节
奏韵律”，而这些结构的和谐与平衡关系是在各人文学科基础要素之间形成的。
因此，各学科研究的基础要素是结构学的媒介。
拿人体结构学来说，就是要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研究人体局部和整体、对立和统一的关系，研
究人体运动的节奏和形体的韵律；而文学又是建立在文字和语言的基础上，组织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
。
依此类推，大到可以用结构学的理论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小到一个汉字的组合都要符合结构的基
本规律。
结构学最根本的原则要求是整体，但没有局部的整体便是空泛的、形而上的，所以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是一切人文学科都无法回避的课题，在艺术领域尤为突出。
我们在学习造型艺术的第一天，就会不断听到，例如：“要注意整体关系”、“不要画碎了”，只是
我们还没有从“结构学”的高度认识它们。
如果拿人体结构学而论，我们所说的“整体”就是要将支解开的解剖知识重新用结构的理念整合成完
整的造型，而这些造型中又包含了所有的解剖知识。
我们在研究解剖时，就要首先建立在整体意识的基础上，这样我们就会明确，全身中任何一块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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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自身的起止和形态，都没有它和全身形体、运动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因此许多解剖知识在表现人体时需要含而不露。
为了协调人体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局部的肌肉、骨骼概括成体块，观察各体块之间的运动
规律，同时在观察和表现上取其转折的要点，并舍弃那些对整体不起作用的解剖造型。
因此我们常会听到：“抓住转折”这样的理论。
当然整体的表现方式没有一定之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有的整体是建立在丰富的局部内容基础上，
有的整体又是建立在概括与简练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整体关系”。
确立整体关系的唯一方式是比较，拿一个形体和另一个形体比，从而得出主次，拿小的事物和大的事
物比，从而懂得归纳。
比较是掌握结构艺术规律的唯一手段，也是我们研究和表现人体的重要依据。
自然科学追求的完整是平衡，人文科学追求的完美是和谐，但自然科学的平衡是绝对的，不是等于、
就是非等于(约等于不是终极目标)，人文科学中的和谐却是相对的。
完全均衡的和谐是不存在的。
这就要求我们在变化之间寻找平衡，从而形成了节奏。
结构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和寻找各人文学科内在的与外在的节奏规律。
人体的节奏韵律是自然界演化的高级体现，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植物的生存条件是阳光和营养，因此它们发展繁茂的枝干和发达的根系形成了两端繁
、中间简的形态节奏。
世界上绝大多数陆地动物(除了飞行动物)，大部分有四条以上的腿形成了符合平行运动规律的体态节
奏。
人类为了发展脑而解放了手，为了解放手必须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克服重力的方式和四肢吃重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人体形成了许多Z形、s形的节奏(以后的章节中将详细介绍)，形成了脚的拱形形状，形成了四肢
尤其是上肢的杠杆结构，这些都在外形节奏上体现出来。
因此有了人体运动时重力互补的节奏，有了人体外形的凹与凸之间的节奏，有了肌肉和骨骼之间的软
硬变化节奏，而艺术家在观察和表现人体时只有抓住了这些才抓住了人体的趣味，掌握了变化的规律
。
人体特有的节奏就是艺术家寻找和表现的人体美。
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的，在矛盾中形成一致。
辩证法的这个基础理论，也是结构理论的基本思维方法。
人体就是一个大的矛盾统一体，形成了各种力的对立统一。
比如人体有很大范围的运动能力，却又处处有多种形式的限制，人体的关节运动方式可分成很多种，
无论是单向的、双向的，还是多向的，都被骨骼隆突或肌肉、肌腱束缚着，任何一个大的人体运动都
不可能靠一个简单的关节来完成，这就分散了力对局部组织的作用，矛盾被分散化解了。
人体的肌肉也是一样，全部都是左右对称，前后对应的，在局部运动时会造成某些对应关系紧密的肌
肉，一边紧张另一边就松弛，这就是一种对立，同时各种人体的运动都使全身力量重新调配，从而达
到新的和谐统一。
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人体，我们还会发现人体的很多规律。
比如：大部分粗壮的肌肉相对比较短，像三角肌、臂大肌；大部分细或薄的肌肉却伸展很长，如指伸
肌、脚趾伸肌；骨骼少的部分，肌肉粗壮发达(像大腿、大臂、腰部)，骨骼多的部分，肌肉都形成小
而薄的肌腱，像手脚和各关节。
这在造型中形成了硬与软、松与紧的对立与统一。
近五百年前，安德烈·维萨列恩就完成了他的那本不朽的人体解剖学专著《人体结构》，此书在医学
界的影响远大于艺术界，它被公认为是打开人体奥秘的一扇大门。
由于此书和提香合作，提香把他头脑中的艺术结构意识通过解剖图的形式传达给读者，使其对艺术家
也有了很大的帮助。
今天世界各国的许多艺用入体解剖著作，多以结构来命名，这是因为结构一词从狭义讲就是事物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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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方式。
维萨列恩的人体结构也着重在狭义的范围上。
对人体来说，狭义的结构比解剖更进了一步，因为它研究的是人体组织的衔接关系，这确实是我们要
认真学习的。
但我认为广义的结构观考虑的是人文科学领域，宏观的抽象结构关系才是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也只
有用这样一个宏观的结构概念去看待人体，我们才能在学习人体解剖的第一天就认识到人体是一个对
立、统一的、符合宇宙节奏规律的整体，而在造型艺术领域，人体只是离我们最近的具有象征意义的
一个符号，人体是艺术作品的一个媒介。
因此在本书中不是单纯研究和学习人体的内部组织，希望借对繁杂人体的研究过程，也就是从繁到简
的研究过程，建立宏观的、整体的结构观，而这种结构的思维方式将在未来各艺术学科的学习创作中
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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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为了发展脑而解放了手，为解放手必须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克服重力的方式和四肢吃重的方式是
完全不同的。
因此人体形成了许多Z形、S形的节奏，形成了脚的拱形形状，形成了四肢尤其是上肢的杠杆结构，这
些都在外形节奏上体现出来。
因此有了人体运动时重力互补的节奏，有了肌肉和骨骼之间的软硬变化节奏，而艺术家在观察和表现
人体时只有抓住了这些才抓住了人体的趣味，掌握了变化的规律。
人体特有的节奏就是艺术家寻找和表现的人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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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展”，2004年参加“全国首界壁画大展”获大奖，2004年参加“第十
届”全国美展获铜奖。
出版书籍：1998—2003年编写出版《俄罗斯素描技法》、《涅瓦回望——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绘画系
》、《镶嵌壁画材料技法》三本专著，2001年出版《从列宾美院走来——孙韬、叶南绘画作品集》
，2000年一2004年出版《当代名家素描画典——孙韬素描作品集》、《新视野速写丛书——孙韬速写
》、《当代名家油画精品——孙韬》等。
公共艺术品创作：雕塑《跨世纪》，《求索》，群雕《沐浴》，壁画《古罗星空》等，分别位于新华
保险公司，阳光广场、九台山庄等地，特大型壁画《逐日》位于威海市环山路。
收藏：2001年2月《本色》等5张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叶南，1968年生于北京。
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989年由国家选派赴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苏联人民艺术家、美术研究院院士法明先
生油画工作室学习。
留学期问，毕业创作《孤独》曾获得列宾美术学院最高奖——俄罗斯美术研究院颁发的嘉奖，作品被
具有200年历史的俄罗斯第三大博物馆——美术研究院博物馆收藏。
1994年参加“国际美术家协会”，并多次参加各种展览，多次举办个人画展。
1996年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获硕士学位。
1996年起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基础部，副教授。
主要展览：1997年参加“第二代留俄艺术家作品展”。
油画作品《重负》获“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奖。
素描作品在“中国当代素描展”中获学院艺术奖。
1998年与油画家孙韬举办“孙韬叶南绘画作品展”。
1999年参加“青岛国际美术双年展”。
2000年1月参加“世纪之门：1997—1999年中国艺术邀请展”。
7月参加“20世纪中国油画展”。
2001年2月于北京国际艺苑举办“精神的穿行——孙韬叶南作品展”。
2001年2月《召唤》组画等5张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参加成都“世纪之门——中国艺术邀请展”。
参加在南美举办的“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展”。
10月参加在广东举办的“第五界全国体育美展”。
2002年参加文化部举办的题为“中国当代艺术”南美巡展。
2003年参加“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绘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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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2004年参加“建国50周年绘画展”。
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
出版书籍：2000年出版《俄罗斯素描技法》、《涅瓦回望——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绘画系》两本专著
，2001年出版《从列宾美院走来——孙韬、叶南绘画作品集》，2004年出版《叶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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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对造型结构解剖学教学研究项目的评语前言结构的解析  1、躯干解构  2、上肢解构  3、下肢解构  4、
头部（颈部）解构  5、全身解构用结构理念比较东、西方文化发展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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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手部的肌肉和肌腱： （图2—65） 手部的肌肉和肌腱可能是全身最多最繁杂的，但
它们在结构外形上所起的作用远次于骨骼，因此在认识时要研究规律掌握重点。
 手部较明显的几块肌群： 拇指球（图2—65、69）： 是指手掌上，拇指下面到手腕中部的三角形肌肉
组织，主要的肌肉包括：拇指对掌肌、拇短展肌、拇短屈肌等，在拇指和其他四指用力捏、握物体时
，这个肌群隆起很高。
 小指球（图2—65、67）：位于小指侧及掌部2／5处，在手背面也突显于小指掌骨外侧，主要肌肉包
括：掌短肌、小指对掌肌、小指屈肌、小指展肌等，在握拳时，这块肌群隆起。
 拇指，食指问肌群（图2—65）： 位于手背部，拇指、食指掌骨之间，主要肌肉包括：第一骨间背侧
肌、拇收肌。
在手背面除小指球肌群在侧面突显，就只有这块肌群比较明显了，尤其在大拇指靠向食指或大拇指拉
向手背时，这块肌群更为突出。
 手部肌腱（图2—65）： 背部：指伸肌腱，从小臂伸肌群中延伸下来的指伸肌，经过腕部时分成了四
股肌腱，呈放射状，分别延伸向从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末节，这四股肌腱坚硬、突兀，在伸
指时，这四根肌腱似骨骼般明显，是手背的重要结构组织。
 结构要点： 这四股肌腱跨越掌骨和指骨基节关节，在这四个关节上方形成中间突起的高点；在指骨
基节和中节关节处和中节与基节间关节处各分成两股，跨越这个关节上方，使这个关节出现左右两个
高点，形成较明显的方形转折；在指骨末节与掌骨面关节处又合为一股，在体表形成一个更高的隆起
。
 拇长肌腱、拇短肌腱（图2—65）： 从小臂延伸来的拇长肌、拇短肌，在手背上也形成肌腱。
拇短肌腱从桡骨大头外髁沿拇指掌骨外侧伸展向拇指中节，拇长肌肌腱，从手背靠近桡骨外侧一方伸
向拇指末节。
两个肌腱在拇指掌骨和指骨基节的关节处汇合，形成两个高点。
 拇长肌腱和拇短肌腱在腕部分离成放射状夹角，在伸展拇指时，这两个肌腱突兀，且它们中间形成很
深的凹陷。
 手背的肌腱从外形上看在腕部几乎是突然消失，这是因为位于腕部的环状韧带将其覆盖，环状韧带很
薄，在运动中就像护腕一样起保护作用，在结构上不明显，但它减弱了肌腱之间的高差。
 指屈肌腱： 指屈肌腱在掌侧和指伸肌一样分成小股肌腱，伸展向除大拇指外其他四指的末节，但是
，手掌的肌群、脂肪较多，这些肌腱几乎在掌部表面看不到，当用力握拳时在掌侧腕部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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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类为了发展脑而解放了手，为了解放手必须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克服重力的方式和四肢吃重的
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人体形成了许多Z形、S形的节奏，形成了脚的拱形形状，形成了四肢尤其是上肢的杠杆结构，这
些都在外形节奏上体现出来。
因此有了人体运动时重力互补的节奏，有了人体外形的凹与凸之间的节奏，有了肌肉和骨骼之间的软
硬化变化节奏，而艺术家在观察和表现人体时只有抓住了人体的趣味，掌握了变化的规律。
人体特有的节奏就是艺术家寻找和表现的人体美。
　　　　　　　　——孙韬造型结构解剖学在中国美术教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学科。
造型艺术所表现的重要对象是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生活，要表现人类自身离开了对人体内部结构解
剖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因此，从文艺复兴之后，造型结构解剖学就成为现实主义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基
础性学科。
　　我国对造型结构解剖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当时对结构概念的认识是非常粗浅的。
到了“文革”之后美术界普遍出现了不重视基础学科的现象，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的许多现代思潮
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基础美术教育，造型结构解剖学也受到了冲击，逐渐衰落了。
　　此项教研科目正是针对当今美术基础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提出的，其教研方案是科学的，具有可操
作性，研究者完全具有承担这项研究项目的基础实力，并且有自己的创见，所以我推荐孙韬承担造型
结构解剖学的教研工作，相信他一定可以胜任。
　　——靳尚谊　　中国的美术和美术教育在今天和相当长远的未来，都离不开现实主义造型艺术的
根基，西方的现实主义艺术发展了几百年，已经非常完善，而我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才几十年，还
有大量的事要做，特别是很多被我们忽视的基础性学科相当薄弱，其中造型结构解剖学又是现实主义
造型艺术的核心，它的研究和发展是完善我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关键。
　　现实主义艺术中许多基础学科的发展都讲求科学性和理性，并在这样的治学精神指引下逐层深入
。
造型结构解剖学研究的目的就是用科学和理性的思维去了解人的形态共性，从而最终突出表现不同人
的形象特点和性格个性。
因此对整个现实主义艺术体系来说，造型结构解剖学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学科，是造型艺术基础
中的基础。
　　——孙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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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美术学院基础教学教材:解构人体:艺术人体解剖》在观察和表现人体时只有抓住了这些才抓住
了人体的趣味，掌握了变化的规律。
人体特有的节奏就是艺术家寻找和表现的人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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