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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跟伯里曼学画人体结构》是一部非常实用的人体绘画工具书。
由轮廓到四肢五官，由骨骼到着装，全都进行了详尽且完整的讲解，涵盖了伯里曼绘画技巧的全部内
容。
除此以外，在每一章节，都收录有伯里曼先生的素描作品，图文并茂地为读者展现人体结构绘画中的
技巧和独特的方法，使人体结构的绘画变得有趣且容易掌握。
《跟伯里曼学画人体结构》对人体结构绘画的讲解以块面形式进行，这种方法可以在描绘人体弯曲、
旋转和扭动过程中的韵律，让绘画更具有动态感觉。
通过《跟伯里曼学画人体结构》循序渐进的讲解，你可以掌握从人体结构到光影平衡的各种绘画技巧
，避免学术报告一般晦涩的语言，让人体绘画变得更加浅显易懂。
希望通过《跟伯里曼学画人体结构》图文并茂的讲解，可以触发你更多独立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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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无论是在秘鲁人、阿兹特克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的符号语言中，还是在阿拉斯加人的
图腾柱上，不管是阴刻还是阳刻的，不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只要表现出的这只手忠于一定风格，
便可显示它属于哪个年代或者哪个部落或者哪个种族，其特点并与其他年代或种族有明显差异。
 亚述人在宫殿石头的墙壁上雕刻手，可明显区分种族或年代。
埃及人为讲故事而雕刻、绘制的手，就像其他地方或时代的手一样独具一格。
 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特点丰富，被提炼并加以分类后，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只文艺复兴时期的手，还能精
确到文艺复兴早期或晚期。
 所以人们对基尔兰达约、里皮、波堤切利作品都推崇备至，他们不仅是大师，还是手的研究者，每个
人都画出了不同风格的手。
 但在人们的眼里，维多利亚和荷兰的学校，以及卓旦斯、鲁本斯的学校其实所讲授知识没有不同，也
就那些要点；而凡·戴克的学校其实画不出劳动者的手；米勒则画不出绅士的手。
 其实靠眼睛来看是很不精确的，如果没有思想，这样看就是盲目的。
眼睛背后的思想使得它不同于相片底片，它可以对某些部分加以强化，而对其他部分加以抑制。
我们是用思想来观看，眼睛只是通道而已。
 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拉斐尔这些人物处于同一时期，所用模特风格也一样，但他们仍然画出了三
种风格迥异的手。
 阿尔伯特·丢勒、小荷尔拜因、伦勃朗的作品中都有独具风格的手，被绘画界归类为荷尔拜因的手、
丢勒的手、伦勃朗的手。
 这些手的特点和风格变化被人熟知，因为这些手不受真实的手的自然规律来标准化。
绘画中的手除了具有想像还有时代观念和个人品位，不会被任何其他的规律所“标准”。
 按这种关系，艺术家就是按照自然的规律对手的观念加以标准化，以自然来理解画手的目的、方法和
规律。
 解剖学发展了近代对种族的认识，人体解剖被法律禁止和宗教憎恶还没有过去多少年。
即使当这项研究已经有所发展，它仍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深入到其他领域之中，且要花更长的时间才使
它在其中被吸纳。
 为了学会从形体下面寻找机理，人们已经琢磨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人们才学着从机理下面寻找潜在
的原因。
艺术界已逐渐吸收这些东西，并通过这种方法提高个人的技术，同时促使一些人在同一所学校里寻求
提高。
这就是自然学校的目的。
 如果不能在手上更明显地表现出变动、风格和时尚的趋势，那么可能是因为手作为表现的重要途径还
没有被广泛理解。
手被看作行为的奴隶，但行为的奴隶又是表现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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