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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钢笔画技巧探讨

韩 红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植物钢笔画作为生物科学画的一个门类
，
是专为植物分类等学科的研 究文

章作出版擂 图用的
。
运用植物学和美术等知识

，
结合多年工作经验

，
从绘 画工具

、

标本选择和起稿构图等方面探讨 了植物钢笔画的绘制技巧
。

关健词 植物， 钢笔画， 技术

中图分类号 �，十���

用绘图小钢笔在硫酸纸上根据铅笔稿描绘的植物图
，
制版效果好

，
被广泛地用于植物图

谱和图鉴等专著中
，
而且绘制的图因为较之摄影具有更大的主动性

，
往往比照片表现得更鲜

明
，
对植物特征描绘得更突出明确

。

然而
，
要绘制一张合格的制版用图

，
并非轻 而 易 举 之

事
。

本文根据作者多年的绘图经验
，
就植物钢笔画的技巧作一探讨

。

� 描绘植物钢笔画的工具

�
�

� 描绘用笔

有人惯用针管状的绘图笔作图
。

作者认为这种笔描绘的图
，
虽然线条均匀

，
但却缺乏韵

味
，
显得形呆意滞

。

笔者喜用类似蘸钢的绘图小钢笔�必要时备一两支在很细润的磨石 上 打

磨成更细的小钢笔�
，
因绘图小钢笔笔尖较有弹性

，
绘制的线条由于轻重缓急之变化

，
而使画

面较为生动
。

�
�

� 描绘用皿

一般都应该用原装墨汁
，
但有时为了画面效果

，
不妨蘸点掺水的墨汁

，
但一般只在表现

衬阴效果时用
，
而在表现轮廓线时则忌

。

� 绘图标本选择的重要性

理论上说应该选择有代表性的植物标本
，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绘图者的

“
选择

”
是 被 动

的
，
多数情况下是文章作者将标本送来

，
有时有的标本是残缺的

，
有些蜡叶标本特别是肉质

叶
、

浆
、

核果类果实及花等都有变形现象
。

因此
，
绘图工作者必须具备一些植物学方面的知

识
，
查阅有关的文字资料

，
并且还要具备一定的美术造形能力

，
将残缺的部分画完整

，
将压

扁的花和果实画成自然状态
。

有时可借助一些形态上类似的身边可采到的鲜活标 本 作为 参

收稿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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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

这样才能使绘制的图具有科学的真实性
。

� 画铅笔底稿的必要性

在白纸上画铅笔底稿时
，

要详尽周密地考虑到描成钢笔稿后的整体效果
。

因此
，
有些人

愿意在铅笔稿阶段把图画得十分详尽
，
而钢笔描绘时可一气呵成

。

笔者则习惯在铅笔稿上画

出大致的轮廓
，
其余细节留待钢笔稿时仔细描绘

。

因为尽管钢笔图是以铅笔图作摹本的
，
但

钢笔的描绘也是一种再创作过程
，
它与铅笔稿的效果不尽相同

。

这两种方法前者较稳当
，
而

后者效率较高
，
但需更扎实的基本功和熟练的技巧

，
因钢笔稿不易更改

。

� 构图的原则性

所谓构图是将所要表现的绘画内容合理地安排在画面中
，
国画中称之

“
经营位置

” 。

植物

钢笔画要在充分说明科学规律的前提下
，
将图面安排得层次清楚

，
分布均衡

，
具有美感

。

它

与绘画的构图法则是同理的
。

由于植物钢笔画多以一到两枝拆枝为主
，
故常见的构图有直立

式
�
表现挺拔或直立的植株或枝条

，
构图较稳重

，
但要避免过分对称而造成的呆板效果� 斜

伸式
�
斜向伸出

，
舒展而有活力�折迭式

�
对于较

一

长的枝条
，
若按自然状态画出

，
构图显得不紧

凑
，
故人为地将其画成曲折状�但要让读者明白是人为的曲折��重叠式

�
对于所要表现的内容

较多的情况下
，
可将一物叠画在另一物的局部上�注意要以说明间题为原则�

，
这样的画面给人

以层次清楚
，
意到笔不到之感� 悬垂式

�
柳枝

、

葡萄等自然生长状态
，
悬垂飘荡

，
活泼新奇

。

构图应该运用美术中
“
多样统一

” “
均衡

”
等形式美法则

，
使画面生 动 而 不 突兀

。

如图 �

是原蜡叶标本呈现的样子
，
因过于对称而显得呆板

。

图 �将大的这张羽状复叶的前端略向右

弯曲
，
既形成了动态

，
又与右下小的复叶形成呼应

，
从而打破了对称的状态

。

大的这张羽状

复叶的对称小叶
，
略加组织使其统一中见变化�疏密排列变化�

。

右下斜伸出的小的羽状复叶

为直立式构图
，
添出一些情趣

，
使褂构图直而不僵

。

向右微弯的小的羽状复叶之前端与大的

羽状复叶的姿态形成呼应
。

大的羽状复叶中
，
左下方的一片大的小叶与右边上半部略重迭的

状况形成均衡
。

构图上还讲究简繁对比
，
黑白相衬

，
从而使画面主题突出

，
并呈现韵律和节奏之美

。

图

�大面积地画出主脉和侧脉的叶形成的黑调
，
与图下方只画出主脉的较小面积的白色调

，
在

画面的色调上形成一种节奏
，
并且线条的长与短

，
疏与密也形成了一种对比美

。

而且作为陪

衬的下面这张羽状复叶略去了侧脉
，
与主题的叶和果细致的刻画形成简与繁的对比

。

� 点和线运用的技巧

用黑色的点和线来表现植物的质
、

量和空间感
，

是植物钢笔画的特点
。

植物钢笔画的线

条要求均匀流畅
，
圆润而有韵味

，

故应该中锋运笔
，
画长线条时要屏住呼吸尽 可 能一 线 到

底
。

若气不足而断线时
，
在续线时尽可能自然衔接不露痕迹� 若遇到笔尖墨汁画 干 而 断 线

时
，
再蘸墨汁后

，
要在纸上试笔

，
观其线

一

与断线处的墨色一致时再续
�

仁
。

一般要求外轮廓线

粗于内衬阴线
，
叶主脉线粗于侧脉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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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根据样本过于呆板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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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构图的简繁对比黑 白相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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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应是中锋运笔
。

点要圆润而不发毛
，

在表现植物质感时
，
要注意革质叶多

用衬阴线
，
表现出较厚的质地及蜡质层的

反光效果
，
叶的轮廓线较粗重， 纸质叶一

般不用衬阴线
，
轮廓线较柔细

。

对于毛绒

绒的表面用短而柔的线， 刺状的表面用短

而重按轻提的线， 坚实光滑的果实用点和

线表现均可
，
并要考虑光滑表面的反光效

果
。

竹子之类的质地用挺直的线
。

同时
，

用线的方面应结合物 质 表 现 的 肌 理�图

��
�

在表现植物立体感时
，
要注意拿到手

的压成扁平状的蜡叶标本有时会残缺和变

形而与鲜活状态时相去甚远
。

遇到这种情

况
，
可用植物学知识

，
假设一定的侧面光

，

抓住明暗交界线
，
在交界线处所绘的线或

点较密和呈灰调等处
，
由于钢笔不能像铅

笔那样画得层次丰富
，
可借助新的单面刀

片轻轻刮修
，
以求柔和效果

。

当然
，
主要

还是以线条的轻重
、

粗细和疏密来表现明

暗层次
。

根据素描知识
，
在画面的空间中

，
主

题的近处的要刻画细致些
，
对比强烈些 �

陪衬的远处的要刻画概括些
，
对比减弱些

。

要运用透视知识表现叶和花在空间的

不同方向及俯仰等的变化�图 ��
，
还要注

视情况疏密分布
，
要尽量少重叠

。

廖 渺拳

澄澄澄河
图 � 植物体质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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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画出花和叶的各种姿态�图 ��
，
但应以无透视变化的叶和花作为说明问题的主题

。

在表现植物的质
、

量和空间感时
，
首先必须 以突出植物的分类特 征�斑 点

、

小刺
、

皮孔和

腺点等�为主
。

应先画出这些特征
，
再结合衬阴线表现

，
或不画衬阴线

。

在表现空间感时
，
不

能纯自然主义的像摄影那样由于景深感而将远处的物象模糊
，
应 以要表述的分类特征是否清

楚为原则
。

另外
，
钢笔与铅笔不同

，
应以明快简洁见长

。

有时一幅相当精致美观素描效果极佳的作

品
，
制版后反而效果不理想

，
反倒是省时省力的白描图显得清晰

。

因此
，
除了有必要表现特

征外
，
一般少用衬阴线为好�图 �� ��

。

描绘时应处理好黑白关系
，
从而使画面鲜明突出�图 �����

。

制版时通常要将原图缩小���或���等
，
要注意到成图与制版后的效果

，
防止出现线条太

密而合并成模糊一片
，
或因线条太细和太浅

，
而出现丢失现象

。

另外注意用刀片修去作画时

出现的疵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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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叶果衬 阴
，
根枝留白

，
形成黑 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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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全部用衬 阴线绘成的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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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正 面叶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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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叶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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