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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建筑及室内装饰材料在设计中的作用，深入分析了如何将材料材质的表现融入到建筑与室
内设计当中，尝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设计人员的问题——材料品质与价格之间的矛盾。
书中探讨的“材料”是以“材料视觉艺术形象”为基点，通过协调“材料”的技术性能及肌理呈现，
将材料的情感特征充分地发挥出来。
本书的价值表现在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理论价值在于对有关材料外延的拓展。
应用价值在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并能够指导实践。
    本书基于笔者多年来对建筑及室内设计进行的观察和思考，以及在专业教学及设计实践过程中的体
验和总结。
从建筑材料到装饰材料再到综合材料艺术，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所列举的实例均是在各种材料应用中
具有特色的作品。
本书对从事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的人们均会有所启发，特别是艺术院校建筑及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学
生和社会上的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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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解读材料　　材料（material）：原料，可供制成成品的东西，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
、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20世纪70年代，信息、材料和能源被誉为当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这说明了材料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材料既是设计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造灵感。
材料不仅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而且也扎根于我们的文化和思想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看，设计活动中物化的过程，也就是材料被文化的过程，设计师借助于不同的材料进行
精神创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空间环境。
　　如今已能够看到一些设计在材料形式语言的表现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在运用传统材料语言时开始
与新的技术手段及形式语言相结合，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材料语言模式，不再单纯满足建筑及室内空间
本体意义上的需要，而是更多地体现出独立意义上的材料魅力。
　　本章就材料的美感方面和材料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行描述，同时也对材料未来的发展方向进
行预测，使读者从感官上对材料有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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