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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例：1∶ 1等大  

  在经过几个1∶ 1等大学习后，可以做一个2倍半大的胸像，为大型雕塑的头像塑造打
下基础。  

胸像是在头像雕塑的基础上加上了肩、胸的内容，是向全身过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与头
像有许多相通之处，但难度更大，内容更多。  

2．材料准备  

  与头像所需的材料基本相同，只是量更多。  

3．扎胸像架子  

  地基的好坏决定了楼房的好坏。所以从第一步扎架子时，就要把大尺寸和大动态扎
出来，否则一上泥，就容易出现动态不够、露架或掉泥的问题，架子的好坏也决定了雕
塑的后期发展的质量，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为扎出动态，应多角度观察对象，从正面观察左右、上下关系，侧面观察前后关
系。对模特儿的动态、比例、重心要心中有数。同时除了注意单个头的空间关系，还应
注意头与肩和胸的空间关系。  

  具体扎时首先确定胸像全高为多少，然后量出胸像的肩高、肩宽，用一根短于肩宽
的木条固定后，调整左右肩的倾斜，胸面与基座的面向扭转关系及胸的正面与基座的正
面的转动关系，以及胸的动态关系（如含胸或挺胸或左右偏倒关系）。（如图4—18）  

  留出颈长以后，在头部扎“十”字架，注意下颌骨位置，注意头部、脸正面与胸面
和基座正面的扭转关系，以及头的仰俯和偏倒关系。（如图4—19）  



  

  然后连接颈部，注意颈子一般不是垂直插入头部而是向前斜插入头部的。再到侧面
去调整头和胸的空间关系，然后扎出胸的厚度。  

4．上大泥  

与头像同理，上大泥首先要求在相应的位置加一定体量的泥，把它用大木棒或木槌拍紧
密，然后做出各部分的基本形，即头的卵形、颈的柱体、肩的方形、胸的倒梯形体、基
座的方体或其它形体，然后以基座台边的一边为基准面，确定基座的正面，并塑出胸体
的正面，头部的正面，并塑出或标出它们各自的长、宽、高尺寸以及相互间的比例。再
根据动态需要，做出头的仰俯、偏倒和胸的仰俯、偏倒。同时注意重心。（如图4—20）  

  在做出基本形、比例、动态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构图，如胸部的裁法、肩的
裁法、基座的形状等等，同时应注意与动态关系和塑造风格的协调和颈部的塑造。  

  颈部是头与胸的连接部位。头的中轴、颈的中轴、胸的中轴应是贯通一致的，不应
有错位的感觉。（见第34页图4—21）  

  在做出一定动态和各部空间关系后，上大泥这一节最主要的问题是基本形，及模特
儿的基本形，完成各部在动态状况下的基本形，就完成了第一步。  

  这一步完后，应仔细检查雕像是否摇晃，局部是不是松动或裂缝，掉不掉泥，露不
露架，如果有，要及时加固或改动架子，严重的要重新扎架子；如果没有，就用棕绳将
雕像全身缠一次，以加固结构，以防由于做雕像时的摇动和泥的收缩而产生裂缝和塌
落。同时也要注意经常喷水，加强水分保养；不做时应将雕像用塑料薄膜包裹好。  

5．塑大形  

  首先在上一步的基础上检查，核对尺雨、体量、空间和基本形，然后这一步着重解
决动态关系和运动状态下的解剖关系。  



 

 

  动态关系的塑造是要求多角度观察、理解对象，并在这一步要求略为夸大一些对象
动态。  

  大的解剖如胸锁乳头肌的起止连接，斜方肌的起止连接，肩峰与锁骨、肱骨、肩胛
骨，锁骨与胸骨，锁骨与胸锁乳突肌，锁骨与胸大肌、肋骨、脊柱与肩胛、背阔肌、斜
方肌等的解剖结构应当比较准确。  

  在塑造这些形时一定要注意对称关系。同时要做出由于动态而产生的挤压拉扯变形
关系。（如图4—22）  

  构图的明确、体量的充分、节奏的安排、松紧的对比、基座形体的确定。每一步进
行之前都应先校对和调整头一步，然后很快进入下一步。  

6．深入  

  在这一步骤中，我们要求初学者先做“加法”，即把动态中的基本形、解剖与基本
形、解剖与运动、空间关系相互间的连系变化等问题塑造清楚。要注重胸、颈、肩的解
剖的深入表现，以及各部分表现肌理的表现，挤压拉扯的表现，人物神态和气质的表
现；锁骨的基本形、左右锁骨的对称关系，以及由于动态而产生的变化；锁骨的面向转
折关系（如图4—23），以及面向的转换；还要做出由于皮肤覆盖面带来面向的微妙变化
和软硬变化，由于肌肉的连接而削弱它的形体转换，由于动态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形，颈
部胸锁乳突肌的左右对称、起止点，由于动态而产生的节奏和挤压拉扯变化，以及内部
形体与覆盖在表现皮肤的相互影响、紧与松的对比；皮肤的纹路方向与形体转折生长方
向的统一、变化和协调。  

  胸像主要是颈椎和胸椎的关系。背面、颈椎、胸椎的变化，侧看成“S”形，正看受
动态的影响而左右偏倒。另外它从上至下在皮表下时露时隐，显示一种强弱的节奏变
化，而其中突出的第七节颈椎是比较重要的，它与前面锁骨的连面共同构成了胸腔的上
面。  

  背面、肩胛的关系。首先肩胛是依附在胸腔的基本形上的，在上面产生滑动；当手
臂向前运动时，肩胛骨向外滑动；当手臂向后举动时，肩胛骨向内滑动；当手臂向上平
举时，肩胛骨向外，斜下滑动；当手臂向下至背后运动时，肩胛骨向内，斜上滑动。
（如图4—24）  

 



  正面胸大肌的对称关系。由于手臂开合而产生的挤压，拉扯关系，并且胸大肌的一
头成绞状方向生长。  

  肩头的方向。垂直则肩头面竖直向上；手臂向后，肩头面向前；手臂向前，肩头面
向后；手臂向外，肩头面则向内，并被覆盖。（如图4—25）  

  对每一个局部形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作充分表现后，还应看看动态关系是否正
确，比例上是否失调，骨、肉关系的对比塑造是否适当，表面塑造是否更丰富，头发的
处理、眉毛的处理、松弛皮肤的处理、紧绷皮肤的处理、节奏关系的安排、动态节奏、
开合节奏、紧松节奏、疏密节奏是否合适；头、颈、肩、胸、基座在构图上、深入程度
上、进度上是否具有一种统一性和完整性。  

七、整体调整（见第 49页图 4—26）  

  上一步是“研究性”的，这一步应是更注意“表现性”的。所以要求同学们走出局
部，从整体出发，全面地对塑像进行进一步处理。由于上一步深入到各个局部，而这些
局部有的可能失调，在体感量感上不统一，无虚实可言，这时就要求学生忍痛割爱，适
当地做一些“减法”，这一步除了在虚实安排和软硬方圆、松紧厚薄等节奏的对比上进
行统一调整外，在表面上还要进一步向事先考虑好的效果靠拢，表面处理是指处理成何
种形态的肌理，是光滑还粗糙，是何种材质（如石材、金属、木材）都要做一个全盘的
考虑，这样才能得到完整而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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