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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暗变化的基调

要便素描的景象具有立体播
,

除描绘轮廓要准确
、

符合透视原理外
,

明暗面的表现也很重

共
。

麟甲般的感觉而言
,

明暗阴影法的立体感有较直观的效果
,

而白描法的立体感则较差
。

不

赞什么方法
,

都撼姿拿握和了解明暗面变化的大体清况
,

以便准确地表现景物的块面分割
。

·

肩然景物从受光面到背光面明暗变化比较复杂
,

深浅变化的调子很多
,

作为地质素描
,

奋般孰哭了解和掌握三种基调就可以 了
。

即物象接受光源的角度不同
,

受光的程度就有强弱

知吻玉受光
卜

的一面最强
,

为白色基调 , 背光的一面最弱
,

为深色 或黑色 , 基调 , 在受光

翻背光的过渡区
,

光线适中
,

为灰色基调 图 根据这些深浅不问的基调
,

如何运用线

狠球冷影来反映 对于表现景象形态结构以及空间立体感都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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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现自然景物的明暗面
,

一般常用两种方法
,

即线条和涂影来反映
。

暗
,

‘

就是运用各种线条
,

以其笔划的粗细
、

受无窗挂往不加线条
,

过渡区用稀疏
、

细小

密等变化来表现明暗
。

所谓 线条表现明

通常的画法是

背光面用粗而密的线条 图
。

所谓

涂影
,

就是在背光的灰色或深色基调范围内涂上浓淡不同的色块
,

以表现明暗变化
。

涂影法

一般常用铅笔
、

炭笔或毛笔作为工具
,

才能达到目的
。

线条法明朗
、

刚劲
,

能较充分池表现景象的块面结构 , 而涂影法柔和且较易表现较多的

界鹤次 , 适合播绘浑圈或表面起伏不大的景象 图“
。

这两种方法
,

在地质素描中都可

雍用 , 但由于线条丧现法所使用的工具便于摄带
,

成图复制方便
,

一般比较常用
。

厂 圈科为铅笔涂影
,

表现第三纪丹截群红色砂岩形成的葫芦状 地形
。

由于这种涂影法表现

一



层次清晰
,

富于变化
,

能够较真实池反映球状外形的地貌特色
。

线条表现的容易复制
,

故野外较少采用
。

特珠应 用 的例 子

素描中运用线条及 涂影
,

不单纯只是为

了表现明暗变化
,

有时也为了突出某种地质

要素
,

反映岩层或 自然景物本身色泽的深浅

浓淡
。

如灰岩分布区的岩溶峰林
,

往往比 丘陵

山地或平原的色泽深
,

素描时便着 意加深了

它深沉的黑色 图 , 效果就较逼真
。

又如颜

色深浅相间的沉积岩层分布地区
,

为了表现

层理变化或岩层变形的客观景象
,

也可使用

粗密的线条或色块友映深色层的形态
。

图

为中上石炭纪壶天群石灰岩夹白云岩岩层中

的摺皱形态
,

由子白云岩比石灰岩的颜色深 ,

素描时
,

为了突出其褶皱的形态
,

而特意加

稗了白云岩层的色调
,

这样不但突出了地质

构透的形态
,

素描画面也显得鲜明生动
。

但用此洪绘成的图
,

不如 以

碱

田令令

图

图 以浓密线条表现的深色岩层产状变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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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衬物的取舍及安排

一 什么是陪衬物

作为地质素描
,

主要是描绘能说明问题的地质现象
,

此外均属芜关紧要的景物
。

但在素

描中如果完全不反映这些景物
,

往往会使主要素描对象的规降
护环境不清

,

也不够真实 , 如

视城所及
,

‘

一概都画上去
,

则又造成喧宾夺主
、

画面庞杂
。

区此需要精心安排
,

有取有舍
, ,

除了圈主要素描对象外
,

还要选取有烘托作用的陪衬物加以 描绘
。

所谓褚衬物
,

是指为突出

主要索描对象
,

对加强质感
、

规模印象
、

环境气氛能起衬托作甩的景杨
,

一般常用的陪衬物
户

热

个争

棺即二广汁了
。

,户」

公
— 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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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
,

一是被描述的地质体附近固有的景物
,

如树木
、

中多有应用 , 一是为了说明地质体的规模
,

显示比例
,

角板
、

水壶
、

罗盘 ⋯或人 在特征素描中常用
。

桥梁
、

村落等 在广幅及 中幅素 描

有意安置的陪衬物
,

如地质锤
、

三

二 陪衬物的作用

陪衬物在地质素描图中的作用
,

约有如下六方面

作为比例 图 说明地点 图 , 加弧透视效果 图 马 ,

物分布 图 , 表现与人
‘

类生产活动的关系 图 , 衬托环境
,

反吹与地质现象有关的地植

表现 或加强质感 图
。

擎擎彝彝
玄玄武鞠勺枕状构造造

不同岩性形城的 小 ’刁地形

厚层灰岩

, 一乙 , 七含 卜 充 未
二 护夕

, 一

几二二二二

图 作为比例
叮以地质拐作为素描对象规模的比例

图 说明地点
似村浩房舍的位盆说助素抽地点 , 又 可刘 比 大小比 切

碧碧骸骸
口 曰 口目口 、

一

玺梦输雄介
⋯

图 。 反映与地质现象有关的地植物分布

利用不同位 恻带视角度的透视变化
,

肠反映出地点 , 又衬托出坡立谷平原 的开
伸展

,

加强了盆视效果

‘如暗 河 分布地 段 梢物顺 暗 河幸向廖线林
分 布

。
有时 也仪映 艳 断 差带

、

象边 欢与 朱
种矿产有关的地位物 标志

,, 一

水库士必令的心贡构遗遗

鸳鸳碧碧
户户户

与蒸黔黔
图 表现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关系 图 衬托环境

,

表现质感

港口 、

水库 、铁路
、

考古发拓等特殊活动地区 的

绝欲现象 , 常用比衬物象 以说明两者的关系

用瓜 来 表现山前临海 , 加弦对 水的质感
。

如果把姗改成车
, 则山前就象是砧地 了

三 陪村物的应用问题
作为地质索描的陪衬物

,

必须是人们较常见的和简单易画的东西
,

并且它的大小
、

长短

一 “ 一



也应是人们所熟悉的
。

入 画时
,

要注意其放置的位置 以不影响 主 要素描对 象为原 则
,

井尽

量使其一物多用
,

鲜明
、

准确
、

真实
。

图

图 列举 了运用陪衬物不够妥贴的五种表现
,

学者最常犯的毛病是
,

过分追求画而 的

完整
、

齐全
,

将许多与主题无关的景物

用陪衬物 显示比例
,

固然可以增强

都收 入画纸
,

致使画面庞杂
,

直观感觉
,

币也 育许 多物 象
,

喧宾夺主
。

必需 用绝对数值才 能 说

明问题 的
。

在此情况 下
,

就不 要置放陪衬物 了
。

待续 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