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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把形式看成是审美创造的文化手段，那么艺术与设计就可以一同被纳入当代文化参照系中去。
因为，艺术作为审美经验的活动，总是与人类生活及其技术密切相关，而设计更是如此，设计直接影
响人类的社会活动。
研究形式的作用不在于因袭传统的形式，而在于不断促进视觉交流系统的更新。
如果把这个作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可以说，一切形式都是可以被光大，也是可以被批判的。
其目的在于创造新的“富于诗意的文化”，这似乎是一个矛盾，却义是显而易见地存在着。
形式对于艺术与设计的创作理解十分重要，但是显然艺术史和设计史都证明：形式秩序的原则是灵活
可变的，丰富多彩的设计形式昭示着艺术与设计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对形式原则的稍有偏离。
种类繁多的现代艺术风格证明：一切总结的形式都不会涵盖全部已有艺术的形式，并且也不能预示未
来的形式，因为艺术与设计形式的创造是无所拘束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形式研究的重要。
在多样性的形式中，存在着‘些形式的基本原则。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形式原则存在，偏离才有可能成为有意识的积极创造，要使作品形成一种有意味的
结构，对于形式原则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
在本书的研究中，将不会把传统平面构成的骨骼结构作为形式形成的主要方式，而是在此基础上涵盖
自由的灵活运用的形式。
最基本的构成知识将会通过书面问题提出，通过个人读书解答的方式来解决。
并且本书将力图从来源于自然的形式阐释形式在自然中的功能作用，自然的形式对设计的启发；从来
自于艺术的形式阐述形式对于精神表现的作用，以及形式在艺术中的个人独特应用；从来自于设计的
形式证明形式的功能和审美的双重效用。
我们尝试着把艺术的形式与设计的形式相融合，企图寻找到形式的普适性，形式的功能与审美作用的
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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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的设计基础教育，延续着三大构成的教学模式。
本书力求在此基础上涵盖更多自由灵活的形式，即从自然的形式阐释形式存自然中的功能、自然的形
式对设计的启发；从艺术的形式阐述形式对于精神表现的作用，以及形式在艺术叶的独特性；从设计
的形式证明形式的设计效用，即形式的功能与审美作用；书中用大量艺术与设计的范例闸释形式的功
用，将形式基础和艺术设计联系起来，从而让学生领略到形式基础学习的目的；在本书中，形式的研
究从二维发展到三维，进而延续到对四维形式的关注。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本、专科艺术设计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同等学力教育及广大美术爱好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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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至禹，1957年生于山西。
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获硕士学位。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基础部主任、教授，中央美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流行色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作品多次参加中外美术展览并获奖，版画作品被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神奈川美术馆、美罔波特兰博
物馆、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艺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广州美术馆、中央美院陈列
馆等收藏。
人选文化部主编《中国美术六十年》及《中国当代美术全集》等大型画册。
作品曾获全国版画展铜奖，《二十世纪中国》大展优秀奖。
许多作品及论文在《美术》、《美术研究》、《版画世界》、《艺术与设计》、《美术馆》等专业杂
志上发表。
编著的教材有《造型与形式构成》、《现代西方素描鉴赏与研究》、《招贴设计》、《过渡》、《艺
海扬帆》、《自然探美》、《周至禹速写》、《设计的造型基础训练》、《发现设计》、《拓展思维
》、《写生设计》、《田心相心》、《造型基础》、《形态与分析》、《设计素描》、《设计色彩》
等，并出版散文集《边写边画》、《边走边看》、《边看边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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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观看方式是艺术形式问题的基础，观看像思维一样通过演变而发展。
从艺术史方面来看，艺术形式的风格与演变总是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双重影响和支配，形式的
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体现着他律性和自律性共同作用的特点，犹如生物适应自然的进化演变。
而在设计中，形式的演变也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紧密相连，经济形态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变化，都会导
致新的形式因素的出现，从而与传统形式拉开距离。
这一点，在当代设计中不仅体现在审美形式上，更体现在功能形式上，尤需引起我们的注意。
形式通常指的是一件作品的物质形式，也就是物质的外形、尺寸、结构、规模、构图、色彩等视觉元
素。
在现代艺术中，形式通常概括为四个元素概念元素，视觉元素，关系元素，实用元素。
所谓概念元素是那些实际不存在的，不可见的，但人们的意识又能感觉到的东西。
例如我们看到尖角的图形，感到上面有点，物体的轮廓上有边缘线。
概念元素包括了点、线、而和其他视觉元素，概念元素通常是通过视觉元素体现的，视觉元素包括图
形的大小、形状、色彩等。
关系元素则指的是视觉元素在画面上如何组织、排列，是靠关系元素来决定的，包括：方向、位置、
空间、重心等。
还有实用元素：指设计所表达的含义、内容以及设计的目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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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写完这本教材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讲的话：那种认为艺术的目的
就是为了达到平衡、和谐等完美的形式的观点，只能把公众引入歧途，或者使公众远离艺术，甚至还
会给艺术实践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管一件艺术品是再现的还是抽象的，只有它传达的内容才能最
终决定究竟应该选择什么式样去进行组织和构造。
康定斯基也说：对内在需要来说，并不存在着任何限制，艺术家可以运用任何他所需要的表现形式。
他的内在冲动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外观形式。
当然，这两个人的话都是针对艺术创作而言。
但是对于设计来说，也需要在掌握形式原则的基础上，自由地创作新颖的形式，使之符合功能与精神
的要求，也许这样才能够实现设计为人类“诗意地生活”这一目标。
最后我要说，就像形式基础研究一样，未知总是使我充满了兴趣，三年的连续教学实践逐渐印证着自
己对形式基础课程的想法，这个过程是艰难和有趣的，但是结果让我感到欣慰。
这可能就是教育的最好回报吧。
在形式基础教学研究和实践中，助教刘钊、宋扬、孙聪、王轶伦，研究生马志强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
其中，组成了一个富于活力的团队，使得教学研究的设想得以顺利实施，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由衷的
感谢！
我还要感谢学生们专注的学习精神，这种精神以精彩的作业得以呈现，本书主要收录了设计学院2004
级、2005级、2006级基础部同学的优秀作业。
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同学的作业无法一一对应，未及标注姓名，在此向提供优秀作业的同学们表示
歉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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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形式基础》的研究中，将不会把传统平面构成的骨骼结构作为形式形成的主要方式，而是在此基
础上涵盖自由的灵活运用的形式。
最基本的构成知识将会通过书面问题提出，通过个人读书解答的方式来解决。
《形式基础》可供高等学校本、专科艺术设计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同等学力教育及广大美术爱好者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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