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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所好的设计学院如何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教师个人的学术水平与实务操作能力固然重要，但
还要看这个学院如何设计出一整套合理的课程体系，并且建立好每门课的课程基础。
因此，编辑一本好的教材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一直推崇美国的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SchoolofDesign），这是一所享誉世界的设计学院，与
意大利的马兰欧尼学院、英国的中央圣马丁设计学院、巴黎的ESMOD时装艺术学院并称世界四大设
计学院。
作为一名设计教育工作者，同时受我的专业背景影响，我对这四所设计学院关注颇多，尤其是对他们
的设计课程安排、课程内容更为敏感。
帕森斯设计学院作为一所综合性的设计学院，为来自全世界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提供各方面的专业设计
课程，提供学生在专业及实务经验上的学习，给予学生多样化的设计概念，并且让学生学习到独自及
团体设计上的实务经验及理念。
而且，在这里学习的同学多半都会有兼职的设计工作，帕森斯设计学院为培养优良的设计人才，营造
学生跨学科的设计观念，其中艺术、音乐、戏剧、管理、设计等八个学院的课程可以交叉学习。
学校重视创新、艺术与设计的教育理念，使得毕业生与校友遍布欧美时尚界与设计界。
他们的师资多为业界顶尖设计师，除了面对设计的技术挑战，更要求学生从人文历史理论中学习和理
解设计的社会属性。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帕森斯设计学院在学术界和设计界享有盛名。
因此，我以为设计专业学生的设计课程，除了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技巧外，更应该强调设
计文化在设计过程中的展开。
注重设计过程的展开，加强设计专业学生对设计主题和设计元素的深入思考和深化设计。
特别是细化设计细节的过程，也是学生积极的创意思维活动作用于设计观念、设计使用、设计技能、
设计形式语言不断外化的过程。
强调设计文化的专业学院，学生的设计作品往往被要求显现出优美流畅的形式，以及清晰的实用逻辑
思考与自信的应对能力。
　　我始终认为，大学设计教育是一种文化。
说现代设计教育，言必谈包豪斯的“三大构成”教育，我们认识的“三大构成”，早年大都从日本和
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转道而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夹杂着许多曲解和歧义。
包豪斯其实就是一个中等专门学校，30多位教师，十几年就培养了600多名毕业生，但包豪斯确确实实
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
伊顿当年开创构成教学，他的本意是要启发设计学生的想象和思维能力、平面和空间的构成能力。
但所谓“三大构成”发展到今天，却被有些院校僵化为耗费时间的手工劳作。
我在俄罗斯的一所学校看到，一件简单的立体构成作业被要求用120小时来完成，空间构成的想象能力
被细密的手工制作所取代。
更不能想象国内有些院校平面构成作业中，老师让同学用大量时间描绘细小的点点，这是同伊顿的初
衷相违背的。
更何况，包豪斯设计强调无机形的功能主义风格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它的形式单一化的弊端也早
已暴露出来。
面对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设计样式的多纬度文化思考，已经不是单一的包豪斯所能够替代的
。
有什么样的时尚生活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设计教育。
设计教育中的“三基本教育”是职业知识与技能技巧的基础训练，但要成为合格的设计师单靠这个不
行。
我常说，设计教育倡导的是“浪漫色彩与理想情怀的学院风格”，倡导一种“归于人文的都市情怀”
。
设计的最高境界是设计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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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设计产品，不如说是设计人和社会。
”　　中国的设计教育走的是不断西化的道路，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教育新思路？
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
其实，西方设计教育的经验并不能解决中国设计教育的全部问题，但西方设计教育注重实践教育、追
随流行、尊重手工艺的传统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设计教育的现状是什么？
全国120万的艺术学生，占全国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1.6%，其中70%是设计学生。
国际上没有这样的设计教育国家可以类比。
现在国内的普通设计教育本科是两头不落实。
一方面是高端的设计人才缺乏，学校培养不出来；另外一方面，最底层的设计操作与实务人员又不愿
意培养。
中间层次很庞大，培养了大量高不成低不就的毕业生。
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既期望行政政策的引导，也希望于学校课程与教材改革的推进。
　　徐宾等一批青年教师执着于课程教学改革，他们志同道合、努力探索，以“艺术设计新视点丛书
”的形式展示他们的教学成果。
我赞同他们“不以降低学术品位为代价，力争将丛书做成精品”的主张和追求。
这套丛书除阐明各门课程的基础理论外，还加入了大量课题案例，用以强调对艺术设计专业入门思维
的启发和拓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打破了长久以来设计类图书“先理论讲授，后示范作业”的陈旧模式，
延伸设计教材中理论内容与设计实务的可操作性。
　　我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有新的面貌，并为设计教育的课程改革添砖加瓦。
　　李超德　　2012.6.26写在独墅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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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设计新视点丛书：设计色彩》通过对色彩基本知识的梳理、色彩训练方法的总结、色彩认知与
设计能力的关系阐述以及设计史中经典作品的色彩分析，展现设计中色彩运用的特殊性，并附与内容
相应的课题设计和作品欣赏。
《艺术设计新视点丛书：设计色彩》图例丰富，更加强调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可供高等院校艺术类专
业作为基础教学用书，也可供初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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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色彩表现方法与内容　　研究色彩的表现方法离不开具体的材料，材料对绘画产生了直接
的影响，可以说，绘画的发展离不开材料的进步：西方油画如果不是采用了快干的调色油，我们很难
想象印象派画家怎么能够走出室内，绘制风景写生作品；中国画如果不是采用宣纸与墨，也就无法产
生其特有的风貌；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建筑艺术的风格与发展，也离不开材料的制约作用与发展水
平。
因此，色彩的艺术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的性质，各种技法特征的出现更是依赖于材料的发展
。
从这个角度来看，材料、技法、色彩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色彩绘画的材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底基（又称素地，即颜色所附着的材料，如油画用的布
，国画用的宣纸）；二是颜料；三是媒介物（又称溶剂，即混合颜料的媒介）。
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色彩着色方式都是由这三方面决定的。
　　本章主要介绍水粉和水彩的表现方法。
　　第一节色彩表现方法　　一、水粉　　水粉也叫不透明水彩，具有一定的覆盖力。
水粉画是初学者比较容易掌握的绘画材料，是用水调合粉质颜料来作画的一种绘画形式。
水粉颜料中掺入大量白垩粉或者使之沉淀的白粉渗入物，使它们变稠，并成为不透明颜料。
水粉画颜料中的胶质，形成密集的涂层，画面直接反映鲜明的色彩，别有一种清新感与亮度，笔触流
畅自然（参见图3-1～图3-3）。
　　水粉画有这样几个特点：以水作为媒介，与水彩画的媒介是相同的，所以水粉画也可以有水彩画
水韵淋漓的效果，但没有水彩画透明；水粉画可以层层覆盖，但覆盖遍数不能太多，多了容易返底色
，导致色彩“脏腻”；由于水粉画是以水加粉的形式来表现的，因而干湿变化较大，干后颜色变浅；
水粉画可以画在各种无油质的纸与纸板上，也可画在经过处理的布、木板上；由于水粉画颜料具有很
强的遮盖力，因此它既能画在白色透明的底面上，也能画在有色不透明的底面上。
　　水粉画的基本技法，根据水量的多少，可以分为干画法、湿画法与干湿结合画法三种类型。
　　干画法是指颜料着色时调水较少，或基本不加水，并且是在干的纸上作画的方法。
干画法颜色稠，画面干燥速度快，色彩稳定，有很强的覆盖力，颜色干后变化不大，所以无需过多地
考虑水分变化因素，作画时间也较灵活。
干画法的效果类似油画，强烈、结实、厚重，笔法肯定明确、挺括利落，有较强的塑造力。
通常认为，干画法适宜表现轮廓清晰、明暗对比强烈、体面分明的形体，也可以描绘精致的局部，通
过先深后浅，从大面到细部，一遍遍地覆盖和深入，越画越充分，并随着由深到浅的进展，不断调入
更多的白粉来提亮画面。
干画法也有它的缺点，容易造成画面干枯和呆板。
但由于颜色干后变化小，对于练习色彩收效较大，也容易掌握，因此在初期的色彩练习中比较提倡采
用干画法。
　　湿画法就是用较多的水调色，在绘画过程中保持画面颜色与水分的湿润状态，色彩过渡自然、变
化微妙。
用湿画法作画，水色饱和，用水多而颜色少，画面干燥速度较慢，干后变化较大，覆盖力弱。
要求以较快的速度作画，在着色时间与水分的控制上比较难把握，颜料加入较多的水，其饱和度与纯
度变化很大，需要一定的练习，才能熟练运用。
湿画法的艺术效果与水彩画比较接近，水色交融渗化，流畅淋漓，笔法轻快多变。
一般认为，湿画法适合表现透明清新、深邃朦胧的对象，如雨、雾、山、水与虚幻的远景，以及静物
与人物的背景，烘托渲染画面氛时十分见效，同时还常被运用于作画开始阶段铺设大体色调。
　　所谓的“干”与“湿”是相比较而言的，水分的多少、颜料的厚薄很难用文字来表达。
除单一的干画法与湿画法外，水粉画中还存在干湿兼容的综合性技法，在具体的作画过程中，可以同
时使用干画法、湿画法及在同一局部交替运用不同的干湿技法。
可以说，任何一幅水粉画都不可能以单一的着色方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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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拉克洛瓦曾经写道：“在我们的艺术学校中，对色彩理论的原理既不曾进行分析，也不讲授，
因为在法国，按照‘制图员是可以培养的，色彩学家却是天生的’这种说法，学习色彩规律被认为是
多余的。
色彩理论神秘吗？
为什么称这些原理是神秘的？
而这正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懂得并且都应该被教会的。
”色彩感觉的形成确实是很多复杂因素造成的：天生的敏感性、对周遭环境色彩的认知、专业的理论
学习等。
　　色彩的学习是为了以后的专业设计，究竟什么样的画而距离设计更近？
什么样的色彩追求才能提高自己的设计能力？
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为了建立色彩教学和专业教学的联系，周静等编著的《设计色彩》大量使用了设计作品的图片，为后
期的专业学习做了很好的铺垫，更好地展现了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之间的关系。
　　本套丛书是江苏省艺术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本套丛书打破了长久以来设计类图书“先理论讲授，后示范作业”的陈旧模式，延伸设计教材中
理论内容与设计实务的可操作性。
　　加入大量课题案例，以强调对学生艺术设计专业入门思维的启发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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