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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今天第一天，曾先生就给我的速写提

了意见，这速写是为这次人体习作记录重

心和动态的关系而画的。

曾先生的意见：

从速写上看，你的感觉有错误，上方，

即胸廓画大了，这是比例问题；另外大的运

动线没有强调出来，模特的特征没有完全画

出来。因此在进行泥塑时要注意这几点。

我计划这次的习作这样来做：

2日，(今天)用垂线检查架子，固定

架子，尽管今天已经加了泥了，那么⋯一

3日，注意方向面(大的)作动态。

4日，制作动态(作高点，为什么要

作高点?)

这周结束。

6～11日，用垂线、卡尺找准8个点，

用垂线、卡尺找出准确的高点。 (每天课

堂头3节按此计划，后2节注意方向面)

这周重点解决动态比例问题。

13～18日，在前一周的基础上作体积，

头、颈、胸、腰、盆骨、下肢、上肢⋯⋯

这周解决结构问题。

20～23日，检查大体，包括线的贯

穿和面的联系，检查、修改和加强。

24～25日，27～28日，大体中的

小体，要兢兢业业的作。要慢，多看，用

最后两天进行面的排列。大体与细部的关

系的统一，习作完成前应作的工作要怎样

进行?这一点将在20日请教曾先生。

最后这周解决大体与细部的关系问题。

昨天，我和吴纯斌谈了一下，他说滑

田友先生对于人体习作时提出的步骤是：

第一步——即第一运动，也就是动

态，在这一点上把握模特动态首先思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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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主动，不要孤零零地光作动态。

第二步，在动态上附着体积，做头、

胸、腹、四肢等，即结构的塑造，仍是

在雕塑大体。

第三步，塑大体中的小体。作准各

局部中的体积本身的造型和它们之间的

关系，亦是在塑造结构。

第四步，是找到形体之间的贯穿，

主要指动态线的贯穿。

第五步，要注意形体内部的排列，

主要里面的联系，即把面也要贯穿起来。

△比例的准(确)一和松紧的关系

怎样体现，这个问题要请教于先生。

△组织结构的准(确)一大小体形

的体积的准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联

系得好。

曾师意见(注：曾竹韶先生简称)

将曾先生对我速写所提意见的具体

内容述于下：

先临原来的速写于下(图1)

①这一段上肢画长了没有注意到比例。

②后脑的线要与中心线贯穿起。

③中心线的弯曲度小了，没有模特

强烈。

④腰身太粗了，不像这个模特。

⑤这一段是压缩的，但画得有些拉长。

⑥大腿内侧的线要与肩头有呼应，

在速写上不明确，不能一眼看到，或者

说是不能感觉得到。

⑦重心腿的轮廓线没有一直一弯的

强烈对比。

⑧这两条一直一横的大线条所构成

的形式感不强烈。

△构成胸廓的那4个红点给人感觉

胸部大面成为菱形了，不正了，而模特

是很方正的。

2日晚记：

明天按计划是做方向面，做动态。上

课：①用卡尺先定两足跟。②用比例尺再

定一次耻骨及胸骨上高及胸窝的位置(高

低)。③用垂线(从正和侧面来定)找出

胸骨上窝和重心腿内外踝的空间位置。同

上查一下第7颈椎和重心腿跟的关系。

以上要在第一节课时做完。

7月3日

今天上午的课基本上是按照计划进

行的，所谓做方向面、做动态，实际上

是准确的做出面的起点转折处，做构成

动态度的主要点， (即因某一种动态而

产生的与另一动态完全不同的骨骼的和

肌肉的变化)。我虽然是这样想的，这

样做的，但曾师却给提出如下的意见：

不要注意细节，多做大体，慢做。

是的，我的“头”正如曾师所说是

做得具体了，应该只把方向面做对就可

以了，所谓大平面，也并非是“平”，

曾师指我的“胸”说： “胸部的平面不

是从肩峰两点到乳头两点所成的平平的

一个面，而是把肩峰两点做对，做的细

一点，把胸大肌边缘部分的转折做得准，

明确就行了，至于在这个范围之中仍是

胸部看来丰满的一整体，而不是用板(子)

打成平平。”

其次他谈到：“这个胸(部)的大

面要和头部的方向面联(系)起来，因

而要注意头胸之间的颈(部)的面与头

(部)的中间面。”

他还指出：右侧面的重心有问题。在

看过右侧面之后他又看了前面，没有提重

心问题，但却说我： “不要做某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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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太长了，这就难以照顾整体。”意

思是正面重心问题不大，侧面就没有做好。

明天(4日)按计划是做动态，做高点。

第一节课时再找由头转下来的中心线，从

正面找半节课时，再从侧面找半节课时。

第二节从前面找肋弓和髂嵴两高点。

7月12日

上周末曾师又给我的泥塑提出如下

的意见。

曾师意见

他说：“胸廓的体积不够，没有模

特壮，下肢尚可。”

按他的意见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图2)

①这一带溜过去了，缺少一个中间

转折面。在我的泥塑上这两点低了。

②这3个大面要联系起来。

③这一处也加得不够。

曾师对做人体的步骤(要求)

按曾师的意见做人体时，第一是找

准8个点，运动和比例。第二是注意方向

面的联接。第三是在这些方向面里作局部

的体积。第四是大的方向面和这些局部的

互相关系的整理工作。

关于(处理)面的转折曾师举局部

为例： (图3)

①这4点他说我没有做准。

②右臂从高点开始直接向外转，要

做得方些。

③右臂从高点开始柔弱的向外转，

因此就做的圆。

他还提出： (图4)

①这两块面的方面没有做出扭转的

感觉，平了。

②这两块侧面要联接起来，从臂部

开始一直上去，逐渐联接扭转直到后脑。

图6．7

关于大的面和局部关系： (图5)

这些高点在一个平面上，构成大面，

中间的凹处不能做得突出，这种凹处不

能单独处理。

7月17日

曾师意见

①前腹肋平了，我做的(图6)，他

提出要(图7)，所以他说：“饱满与否

不在于多泥使之体积大，找出体积(形体)

的转折，比如前腹肋将(图6)中2，部

分加大即宽了，而且也感到有节奏。

②腹部和胸部的方面他提出：一个

是往这边扭，一个是往那边扭，转折处

在腰(部)，我的不明显。

③关于“活”(图7)他指我前边

的一只脚说：“要将膝关节向外转，将l、

2处之高点找对，将左右上下的关系做

出来，自然就‘活’了。”

④此外，他说我做东西干瘪，不润，

无活力。

7月21日

与曾师座谈时，曾对泥塑素描等意见。

昨晚到曾师家中闲谈，他提到：在

习作上工作开始之后，除了重心、结构、

比例之外，还要着眼于什么呢，要看到

模特的特点，形体、大动作(即特定模

特的特定动态下的一切特定的与别个不

同的特征)，把这个做出来才是艺术，

否则只能是机械的科学的东西。

做东西要先做高处(高点)后做低

处(低点)。

节奏在雕塑上大体说来是比例、起伏，

而韵律则是动作的联接和动作的表情。

在雕塑上要探索的就是怎样通过体

积来思索主体、表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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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在做法

上，局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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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联系，要通过虚实

(例如左边圆了，右边最好是平的、直的；

前边暖了，后面最好是冷的)接起来，以

便用有虚有实来达到完整的整体效果。

联想： (图8)

至此，使我想到他前天谈我的人体

(习作)，上腹部等处理问题，他说：

“压缩部与拉开部的虚实关系要做出来，

给人的感觉才能生动。”他指出，压缩

部的腹直肋是圆的球的感觉，而拉开部

的腹直肋则是扁的，这一来合乎自然规

律，二来也就是，要在艺术上强调这种

虚实关系，正如一张画，颜色上有冷暖，

冷暖一层层转变，以及清楚和模糊的变

化一样，才生动；否则就到处一样，结

果什么也表现不出来。

关于画素描曾师谈到：

今后在素描上不要追求光、起伏、空

间等，要求感受，故要快画，要把总的形

体所给我们感受到的总的印象画出来，这

对雕塑或者可以说对艺术创作要做一件艺

术品时才有用处，才用得上，否则做出来

的东西就不艺术，因为没有感受到突出的

印象，而⋯⋯(注：文字缺失)

7月28日

本学期结束

这一学期结束了，所谓这一学期，

不过是这一个半月的课堂学习。这期间

对塑造的认识似乎更进了一步，但实际

操作差的太远了，可见这不是光用嘴的

事，说得再好作不出来也是枉然，而我

现在正处在这样的景况之下，必须改变

这种状况，如何改呢，做，多做!黼

83

¨¨1，，011_．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