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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美术学整体观察的诸多路径 

 

◎ 西安美术学院装饰系    ◇ 夜中会 

 

    美术教师在指导学生时经常强调“整
体观念”，但从学生的理解来看，往往不
得要领。有些人认为，整体观念弱只是初
学者的通病。其实，有些画了多年的人也
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教学中，也感觉
细节表现容易指导，即毛病可以一眼挑
出，用技法对症下药，有立竿见影的效
果；但是，说到整体把握，容易从概念到
概念、就理论说理论，若举例又一时找不
到合适的，原先的备课内容讲起来又啰
唆，三言两语说不清。我们自己都无法说
清，要让学生领会就不切实际了。 

    “整体观察”是千百年来艺术家共同
智慧的结晶，但不同时期的画家对整体观
察方式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本文谈一些
自己在教学与作画实践中对整体观察问题
的体会。 

    ● 整体观察与细节表现 

    整体观察与细节表现是作画的门槛问
题，或者说是美术的基本问题。解决不了
这两个问题，就进不了美术的大门。 

    整体观察指作画前或作画时对表现对象的整体的概括。细节表现就是通过一个个局部画出
来的。整体观察要求整体地、比较地、有联系地观察对象的全貌和本质，这些原则不仅是基础
素描与设计素描必须遵循的，也是广义的作画原则。 

    整体观察与细节表现两者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精神与形体、氛围与具象、思想与方法
的关系。美术不但是形象思维，也是艺术，它必须借助光学、透视、解剖、色彩等多种学科作
为表现方法，但它又只能在方法的借用上，来为艺术创作服务。整体观察必须通过细节表现来
完成创作，细节表现必须符合整体观察形成的意象。没有整体的观察能力，就会画得很肤浅，
只能刻画出物象的表面，而整体观察是我们对物象深入理解之后的感觉。如果我们很好地处理
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然后加上自己的技能，一幅好的作品自然会出现。 

    怎样理解“整体观察”呢？观，是看，是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察，是仔细看。用美术形
式表现对象，首先要“看”。看是人的知觉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
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视觉艺术基础教学就是要唤醒人的知觉，即首先学会看。在平日



生活中，“看”似乎并不需要什么技术，用眼去看就行了。但在美术中，“看”是有专业要求
并讲究一定方法的。 

    观察对象时应该怎样看？第一眼应看到全部，看到整体。整体的看，既是观念的问题，也
是观察和表现的方法问题。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前者。 

    整体地观察对象，是作画的基本功。 

    那么，究竟怎么观察才算整体观察呢？我的体会是，综合细节而又超越细节的观察就是整
体观察。而具体的路径，可以有多种选择。 

    ● 忽略细节的整体观察 

    在美术评论中，评论者会对道具的使用赞赏有加，如放羊娃的鞭子和老农的烟锅。但大师
们真正打动人的画作，却往往忽略道具，一方面是怕它喧宾夺主，影响了画家对人物本身艺术
冲击力的追求；另一方面是自信，靠自己的表现手法，就可以让笔下的人物本身去打动观众。
这就是成功的艺术形象。 

    过去有句老话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写意形式刻画出了囿于细节的观察者的模
样；而另一句成语“成竹在胸”，则是对整体观察者形象的举例。 

    一个物体的视觉概念，是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后的总印象。在整体观察意义上，它包括各
个部分而又大于各部分之和，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
的现象，整体与部分也是如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缺一不可。 

    要把对象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初学者是一件困难的事。但这些却是美术教学要
解决的问题。俄国画家契斯恰诃夫说：“绘画过程有三个阶段，由整体到局部，由简单到复
杂……”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概括的描画”。要求对大轮廓进行落幅构图，凭感觉作画。比
如抓住大特征和大动态线勾画整体轮廓；抓准明暗交界线的位置，皴画出黑白灰的大效果。 

    作为一种整体观察的方法，我们经常在写生时眯起眼睛来看，或者离开画面数步，退远去
看，就是为了减弱对细节的视觉印象，便于检查和调整大的关系。只有在大关系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对小的细节进行深入刻画。 

    ● 简单化的整体观察 

    作为一种整体观察的常规方法，我们经常把对象复杂的形体简化为几何形。在教学中，用
几何体块的方式，将人体以圆球体、长方形体和三角形体概括、组合，形成人的基本形体结
构，从而使速写训练能从对象的动作中判断出形体体块特征及透视关系，迅速准确地将对象描
绘出来。以研究物体的基本形态和造型基本手段为目的的素描基础训练及专门为基础训练而设
计的石膏几何体，其特征就是“简单”。几何形体包含了自然物体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了素描
技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在大自然中，所有物体都可以简化为几何形状，素描教学中的圆形、方
形、三角形等几何形体，就是模仿了自然物体的基本形态；初学者在素描的开始阶段，通过观
察，发现物体形态的构成条件和变化规律，从简单物体的描绘中，学习掌握素描的基本绘画要
领。这也是将几何形训练设为素描学习第一课的原因。 

    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那些能够给人最愉快的感觉的完形，就是那些采取了最大限度地简
化形式的完形。简化的实质是以尽量少的结构特征，把最复杂的材料组织成有秩序的整体，而
整体的简化是由表现力的需要决定的。如剪影艺术、绘画中的素描，要求最大限度地简化形
式，简化到突出形象的最突出特征。简单化，是概括能力的体现。 

    有人评论讲演的最高境界是“化繁为简，化简为易，化易为趣”。其实，这个道理也可以
用在素描的整体观察上。在画物像之前，我们应该对它做一番了解，然后提取最重要的东西。 

    ● 包容关联的整体观察 

    在古典透视理论中，画家“看到”的其实不是物，而是比例尺寸以及物与物的关系。古典
画家们把“整体观察”理解为在“比较”中进行观察。而“比较”必然注意到物体之间的联
系。“比较”是指两者之间的差异；“联系”则是指多种事物之间的结构关系。所以，一个整
体是由若干个局部组成的，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都有多种联系。主体在联系中存在。所
以，整体观察必然是包容关联的观察。 

    从美术理论的角度谈，整体与细节，就不能不扯上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
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如果说，前
面谈到的“忽略细节的整体观察”有可能引起误解的话，关联前提下的整体观察则容易把握。 

    当我们准备在画面上确定眼睛的位置时，首先必须找出它与其他五官的关系。在处理明暗



调子及考虑某部分暗一点时，同时要考虑到另一部分的亮。减弱这一部分是为了突出那一部
分，都是以整体关系为着眼点。总之，由于我们描绘的对象是一个具有内在和相互联系的不可
分割的整体，不论是结构的关系、比例的关系、运动的关系、体面的关系、面和线的关系，都
是相对存在互相制约的，所以在作画时始终要全力以赴地去找寻对象中的这些相互关系，并且
正确地表现这种关系。如果作画时脱离了整体观察，孤立地处理细节，就很难得到满意的画
作。 

    ● 精神上的整体观察 

    我们观察客观事物，首先看到的是光与色彩，其次才是物体的形象和材质，即所谓“远看
颜色近看花”。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属外在表面现象，多偏重于感性认识。而一些由声光等要
素构成的客观事物，通过人的感官形成感觉，大都是综合性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对场合的精
神上的整体把握。 

    中国古代画论有“得意忘形”“以形写神”之说，认为“神”是最重要的。而画家成就大
小，就看“传神”怎样。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是气韵。“气韵”这一术语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
种形态，可以说是寓于形态中的精神，也可以说是蕴含着精神的形态。 

   古人说“气韵非师”，意思是“气韵”不像一般技法那样学得到，要靠天生的感悟力。对
此也有大师持不同看法，董其昌认为：“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
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自成郛郭，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
神。”天赋当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学识、修养对于人的感悟能力的培养也有关系。“传
神”源于对表现对象精神的准确把握，结于对自己感悟的生动表达，这就是气韵形成的过程。 

    气韵境界不是凭空出现的，即就是画梦写鬼，天马行空，也有原形，也依赖于画家对表现
对象的精神把握，这就是整体观察的感悟到位。 

    一般的人物头像写生教材都要求在整体观察中把握精神，通过对人物形象特征及对五官的
观察塑造，尽量刻画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性格和气质特征，力求揭示人物性格气质和心理
活动，画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性的人。我们经常说人物写生是对生命个体的感受，在写生
中，如果忽略对对象的具体精神感受，就会画得机械、呆板、概念化。一幅好的肖像写生不仅
仅是做到形体与结构准确就好了，这只是最根本的，而重要的是刻画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职业
特征等一些内在且不易发现的特征，方可称之为佳作 

    史前岩画、石刻和陶器上的图案，告诉了我们原始社会艺术家的观察方式。他们撇开了解
剖结构、空间透视、形体比例以及具体的细节，抓住张弓欲射的瞬间，刻画出了人的神情，因
此生动传神，使人过目难忘。这种十分朴素的整体观察，在方法论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仍然是
我们不能丢掉的基本方法。 

    如果在观察阶段即已把握住对象的精神状况，进而在心中形成画面意象，再通过纯熟的技
法表现出来，形成源于对象但不等同于对象的艺术形象，这个过程的两端，是一种循环式提
高，也就是艺术升华。 

    ● 忽略虚实界限的整体观察 

    楼还没盖，但印象效果图先出来了。在这类美术表现中，整体观察对象在哪里？脑海里的
意象从何而来？即长期观察的积累，加上归纳概括思考升华。这种观察不但可以叫整体观察，
而且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整体观察。在我们的脑海里要有一定的原始积累和经验、方式、
方法，这些是我们形成整体观念的必然条件。 

    格式塔审美心理学中讲究“完形”，“形”是指人的知觉经验中形成的一种意象组织和结
构，“完形”是指心理活动中“形”的整体性，这“形”的整体性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原有的，
而是由知觉活动组成的经验中的整体，是知觉进行积极组织或构建的结果。 

    整体观察，既是思想也是方法。需要不断地训练与积累。说它是思想，是因为它首先是一
种思维方式，其次是一条或数条思路；说它是方法，是因为它首先选择了如何思维，进而形成
思路，这些思想方法与表现手法相衔接，通过技术表现过程完成画作，因此说都是路径和方法
问题。 

    不单在素描教学中整体观察是美术学生直接面对客观对象时的第一课题，在任何画作的创
作中，整体观察都是第一课题，不同之处是表现对象有直接间接之分，或者说表现主体有虚实
之分。 



    前面我们说了整体观察是一种路径，那么我们在美术上最终要表现的是什么呢？结合多年
的教学经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表现一些局部的美。一幅好的作品肯定有它的传神之处，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点睛之笔，在中国画里叫作画眼。翻开历史的画册，欧洲国家里那些如达·芬奇之
类的大师们，他们作品中的每一个部位都做到了一丝不苟，把整体关系处理得入木三分，而局
部更是让人惊叹不已。我们再看本土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油画作品，基本上都是画个大概，就
是只注意了整体，画面显得空洞无味。开始画时大体关系处理得确实不错，可是一到深入刻画
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所以说，我们要在整体观察的方法上深刻描写局部的美，这才是
真正意义的美术！ 

    克利说用一根线条去散步。这种散步就是在虚实之间散步。 

    艺术大师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鲁本斯、伦勃朗等，在创作前大都要先画素描草图进行
构思，现代艺术家塞尚、凡高、马蒂斯、毕加索也同样是利用素描的方式构思。这个过程与面
对具体对象的整体观察在思想方法上是相同的，差别只是直接与间接。他们的画作之所以能经
久不衰，是因为有一个正确对待整体观察与局部描写等诸多问题的方法，且有始有终，这一点
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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