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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宫六朝论水粉静物写生艺术》收入作者的近期百余幅静物与风景写生作品，十万文字的理论和
对作画中百余例方方面面的问题解答，加之数十幅文字附图，以求用图文并茂、文画相辅的形式来说
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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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六朝，水粉画家，1952年生于河北文安。
1976年毕业于河北工艺美术系本科。
现为河北省美协会员、河北省水彩、水粉画研究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基础教学、精于水粉
画的色彩和技巧运作。
在教学中写生和创作了富有东方意韵的大量水粉范画和作品，其绘画语言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
得以有机的融合。
观其水粉静物、风景画作吕，既非常客观，也颇具主观，画风严谨淳朴而又不失浪漫，作品语言极具
个人特色。
　　1984年至2001年，作品《晴云》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神道》入选中国杭州水彩画大展，《
乐器》入选中国当代素描艺术大展，作品多次参展获奖。
并在《中国美术报》、《美术观察》等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个人专题水彩、水粉画作品。
　　自1993年至今，先生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专著、画集二十余部，并主编了《中
国当代高等美术院校实力派教师——教学对话》系列丛书共13卷。
其所著书籍出版后，均成为全国的畅销书，深受美术专业学子们的欢迎，并受到了专家们的充分好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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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论水粉画的发展与教学二、作画方法与步骤1.作画着色的先后2.由单色过渡到多彩3.勾上轮廓线直
接上色彩4.局部推进的写生方法5.快速简练的写生方法三、工具、材料、静物1.工具与材料的选择2.水
粉颜料从湿到干的变化特性3.紫类色的干湿变化4.暗部用色的调配5.纸张的选用6.读好书五、水粉画常
用的基本技法1.干湿画法与造型2.半湿半干的处理3.常用笔法介绍六、“水、粉、色、彩”四字之释1.
理解“水”和“粉”二字内涵2.“色”与“彩”二字的含义七、认识色彩的形成及变化规律1.自然色彩
的形成规律2.掌握色彩的变化规律3.室内静物光与色的变化4.色彩冷暖关系矛盾的利用八、观察色彩与
艺术表现1.树立正确观察色彩的方法2.要概括，不要照抄3.色彩的黑、白、灰4.组织色调5.生情与立意6.
物体持感的表现九、静物的写生内容1.学习色彩的初步2.静物的静与动3.自然静物的摄取4.作画角度的
选择5.构图的处理6.光源环境的要求十、花卉写生1.花的自然生长属性2.自然状态与人为组合3.花卉的
写生与处理十一、作画中常遇问题分析1.概念化与“克隆”2.教与学的关系3.立全空间问题4.“虚实”
控制5.用色不当问题6.如何补救败笔7.“细”与“腻”的毛病8.作画时间长与短9.静物的一些关键细
节10.涂抹过多出现的问题11.研究共性规律，相信自己的感觉十二、认识、观念、作画状态1.写生中的
主客观因素2.主体物与背景的关系3.纠正习惯用色4.分秒必争要入境5.作画状态6.徘徊期中求发展十三
、其他问题1.颜料如何保护2.画笔的保护3.一块毛巾的用处4.清理调色盘5.画无止境十四、作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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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局部推进的写生方法　　作画的技巧多种多样，可以说每—个成熟的画家都有自己不同于别
人的方法。
而水粉画的技法又非常讲究，要求画者每一笔都尽可能去表达形体与色彩，而过多的修改不如在作画
之初就准确认真的去画好每一笔造形，尽量地少涂来抹去，也是画好水粉画一种方法。
下面我就介绍一种由局部刻画再向周围拓展的写生方法与步骤：　　步骤a：仔细观察所要描绘的对
象，认真地考虑好构图，做到心中有数后，用单色清晰地勾勒物体轮廓线，这一步的线条虽简，但构
图形体一定要准确。
　　步骤b：整体观察对象的黑、白、灰和色彩的冷暖关系，做到胸怀全局后，便可从主体物最暗部
的关键形体结构位置着色，用色要准确而生动，下笔要肯定而到位，一直从暗到灰再到亮部完成这一
物体形态的色彩刻画，同时还要照顾到这一物体的光源色与环境色，以便下一步的整体色彩和谐。
　　步骤c：继续拓展主体周围的物体，并适当布置一下其它小物体的色彩及暗部投影色，以使画面
物体色逐渐联系起来。
　　步骤d：进一步深入刻画主体物，把相关的环境色彩丰富起来，这一步的主体刻画和大的色彩整
体效果已具雏形。
　　步骤e：把整个画面全部画完，然后进行统一调整。
同时要再次进行某些物体的细节描绘，以及光色和环境色的加工与补充，最后达到画面色彩整体而生
动的效果。
　　这种画法虽然干净利索，但其难度并不适合于每个人都这样画，作者仅仅是介绍一种自己作画的
方法；以启发学生对作画的方法，也可以灵活去借鉴。
　　任何一种作画方法都是利弊并存，首先这样作画你必须有一个把握全局的观念，否则在运用这种
局部推移的方法时，若胸中没有全局的观念，待把画面全部完成后是失败的，修改的余地就很小了。
因此，作画的方法步骤，技法的发挥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表现方法，方可发挥每个
人的灵气和所长，才能收到作画的最佳效果。
　　　　1、颜料的选用　　市场上出售的水粉颜料有40多种，写生时一般用不了那么多种，而用得太
少作画配色则有困难，许多画家一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颜料并合理进行搭配。
如使用24槽调色盒，可以这样排列：白、柠檬黄、中黄、橘黄、土黄、橘红、大红、深红、玫瑰红、
土红、赭石、熟褐、草绿、中绿、翠绿、墨绿、湖蓝、钴蓝、深蓝、群青、青莲，普蓝、黑等颜色。
准备这些颜料写生基本足矣。
在此基础上，有时为了表现物体色彩个性的需要，也可选用一些特殊颜料，如“西洋红”在表现粉红
色玫瑰花时就显得格外艳丽，其它红颜料则难以与它媲美，当然也可以选用一些个别颜料搭配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用色不要过于偏爱某种颜色，要注意颜料的合理搭配使用。
　　2、水粉颜料从湿到干的变化特性　　先以一个简单物体的色彩干湿变化为例：一块干燥的雨花
石，看上去色彩并不是很漂亮，一放入清水中，颜色会变得透明而艳丽，再从清水中取出晾干，颜色
则又恢复原来的面貌。
这个事例可以启发我们对水粉颜料的干湿色变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但是，了解水粉颜料干湿色彩变化的根本原因，这要从颜料制作选取的结合剂成分去分析，它们
的色素分别从植物、矿物及动物体上提取，并加入水、树胶甘油、冰糖、蜂蜜、石灰酸、胆汁及小麦
淀粉研制而成的软膏状颜料。
颜料的组合成分决定其个性，一种是渗透性的，一种是抗水性的，还有一种见空气易蒸发干裂，这就
使得我们在用水粉颜料作画时常出现干湿变化的不同效果，等调制的颜料逐渐变干时，有的深色变浅
，有的浅色变深。
这种现象是由于颜料的动、植物和矿物质的色素成分的含量造成的。
作画用水调合颜料，就如同把一堆泥与杂草混合加水搅拌一样，必然出现沙沉草浮的现象，尤其是渗
透性强与渗透性弱的颜料调配，在调色盘中和画到画面上的效果就产生了明显的差异，特别是用湿画
法，干后明显会出现渗透性强的色彩其个性消失会多一些，而渗透性弱的色彩相对暴露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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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在画水粉画时较难掌握。
因此，必须了解颜料的色变性能，熟练地掌握在实际操作中的色彩变化规律，才有可能控制好画面干
后的效果。
　　为了便于进一步认识颜料的特性，下面将渗透性和抗水性两种颜料作以大致区分：　　在黄色中
，柠檬黄、淡黄抗水性强，中黄、深黄、土黄渗水性强。
　　在红色中，玫瑰红、桃红、西洋红、深红、曙红抗水性强，朱红、大红、土红渗水性强。
　　在绿色中，翠绿、墨绿、中绿、深绿抗水性强，草绿、淡绿、粉绿、橄榄绿渗水性强。
　　在其它颜料中，紫罗蓝、青莲、群青抗水性较强，熟褐、赭石渗水性较强。
　　了解掌握各种颜料的成分和它们各自的特点，对我们掌握画面色彩的干湿变化有很大帮助。
　　3、紫类色的干湿变化　　紫类的颜色是水粉颜料中最强的个别色，特别提出的是紫罗蓝、玫瑰
红、青莲、普蓝这几种颜色，它们不但抗水性强，而且染色性和竞争性也很强。
这些颜料在作画时配用的过多，往往会使整个画面呈现蓝紫色，甚至在清洗调色盘和画笔时，也难以
洗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幅画，使用这类颜料过多过厚，画面在长时间保存时，尤其是夏天室内湿度过
大，放置几年后，不但蓝紫色会浮上画面，而且还能渗透厚厚的水粉纸，使画面和水粉纸的底面都呈
蓝紫色。
分析起来，这是个别颜料的个性所致，所以我们必须了解颜料，才能充分控制画面的色彩变化，达到
作画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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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水粉画属西洋画范畴。
油画、水彩和水粉画的学习，大都是通过写生方式，从静物开始步入从基础训练，逐步拓展到与大自
然相交融的艺术生活和创作历程中去体验和把握，最重要的学习环节是进行大量写生，在室外环境下
，依据自然的光源，经过无数次的写生实践来掌握物体在—定条件下的色彩变化规律。
这是学画向纵深领域进展的必由之路。
　　在写生过程中，我们会逐步认识到色彩的本质是光与色的辉映。
“在色彩世界作彩的描绘时，色彩的奇妙语言，往往总是超乎形体之上而闪烁着光与彩的美感。
用色彩作画，形体己由色彩代替，明暗关系已转化为色彩了，这种从色彩中所反映的美之妙趣，是如
此神奇而超乎自然的地位。
”(王维新语)这种形体由色彩所代替，明暗已转化为色彩之论，可谓深解写生色彩的作画之奥秘。
　　写生的学习是由静物开始的，这是提高绘画能力的最佳途径。
深入研究色彩必须到自然界的景物中去捕捉、去感悟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只有那里才是研习探究色
彩的大课堂。
没有对物体写生的过程就无法获得绘画色彩的根基，缺少到大自然景观中去真实体验，就难以创作出
充满泥土之清香的、生动感人的风景画。
　　对画者而言，在室内稳定的环境下，是培养色彩入门、心态入境的琢磨研习阶段；置身于室外的
阳光和风雨之中，去窥测艺术之玄机是磨炼意志、净化心灵、提高作品格调和境界的阶段。
古人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只有置身于生机勃勃的自然中去吸收阳光雨露的滋养，只有用自己的心灵感受像阳光和雨露·样的
生命灵质的时候，方可培植艺术大树直伸蓝天。
　　学习绘画阶段对物对景写生之目的是研究色彩、掌握色彩的变化规律。
画家则从写生中搜集创作素材或直接从中提炼艺术作品，平淡尤奇的一物一景一旦收入画面，通过画
家巧妙的艺术处理，便赋之以艺术的生命活力而使其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古往今来，东西方的绘画大师们，通过直接的写生，载入世界美术史的名画比比皆是，西洋画写生也
是通向艺术王国的自由之路。
　　这些年我一直致力于色彩教学和写生研究，试图从教学经验和写生的切身体会中，总结出较为全
面、系统的水粉画理论，并进一步希望有的放矢地去论述色彩的基本规律。
还力图从水粉写生的过程中，把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突破那些其它水粉书不易提到和解
决的难点，并从多层面、多角度去研究这个画种的深远意义和学术价值。
对于以上的设想，我力求以雄厚的理论、坚实的绘画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从宏观的大道理到点点
滴滴的繁琐问题予以一一阐述，方可严证于世人。
近年来由于社会的需求，我匆匆忙忙撰写了二十余部专门谈水粉写生的书籍，虽在全国呈畅销之势，
但回头翻检那些书，总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且大部分书中的画作印刷效果也与
原作相去甚远，种种遗憾，促使我再次撰稿补充，也决心拿写生的原件直接制版(以前书中均由拍照供
稿印刷)和亲自赴印刷厂监制，力争使印刷品质量尽量接近原作。
　　此次所出版《宫六朝论水粉静物写生艺术》、《宫六朝论水粉风景写生艺术》两部书中，收入了
我的近期百余幅静物与风景写生作品，十万文字的理论和对作画中百余例方方面画的问题解答，加之
数十幅文字附图，以求用图文并茂、文画相辅的形式来说明问题。
水的一点体会诉诸笔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让更多的热爱美术事业的人参与进来，抛洒激情
，共创美术事业的辉煌！
　　书将付梓，不免忐忑，诚恳希望各位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宫六朝　　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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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粉画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它那鲜艳明快的色彩，平淡无奇的一瓶一罐，一花一果，通过光色的
辉映交融，转瞬间就会变得流光溢彩。
在画家充满情感的丹青之笔的挥舞下，收入画面的瓶、罐，花，果不再孤寂冷漠，它们正变得色彩斑
斓并在充满生命与感情的光色氛围之中别具生命力。
这画中之物似乎能与观赏者进行某种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因为这里有丹青的魅力，也有画家注
入的苦恋之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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