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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们把素描一其基本的物质形态是纸上绘画-这个属于老生常谈的话题放到当代文化的背景中加
以考察，就不能不发现，它除了一度被混淆为基础或基本功的全部内容和含义以外.还可以使我们联想
起“理性”、“设计性”、“纯粹”、“朴素”等更为本质的相关品质，这可以说是素描在美学意义
上的延伸。
　　当然，在“学院”的前提下，所谓基本功并没有过时，更没有变得无用，而是随着社会生活、文
化现象等大的时代因素的变化而得以演化和拓展，作为行使基本功职能或方式之一的素描当然需要适
应不同时代中不同艺术取向对基础的“各取所需”的要求。
我们看到，当代，尤其当代国内素描教学与研究已经从以往单一的“再现”式写实面貌，渐变为多种
语言方式并存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各种文化艺术现象、时尚、娱乐一包括韩剧、卡通文化，各种“玩酷”的前卫艺术，当然，更有经济
转型期的难以节制的物欲对人的精神领地的威肋、等，使美术之外的因素对人一尤其是当代知识分子
的人生观、艺术观进行着“和平演变”，这在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创作和生活的细节中已表现得
尤为明显。
这个时候，我们在何种意义上重新树立——“大素描”的观念，在深度继承学院素描传统的前提下，
以当代的视角拓宽基本功的内涵，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它需要在“写形状物”的同时对素描进行文化上的梳理，包括概念阐述、技法精要，关涉当代图像的
现象研究等等为引发点的对素描的”全景式”关照。
　　就是说，素描不仅是作为基础，对其他媒介或方式的造型艺术“输出”给养，同时，在将其作为
当代视觉文化一部分的前提下，素描更要吸收其他艺术表现方式的长处和经验，进行“内部”的语言
转换和“自由”意义上的艺术反哺。
　　以往的素描教材更多探讨共性意义上的技术，近年虽多有国外翻译教材的介绍，仍如隔岸观火.难
以对我们的素描教学和具体创作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借鉴。
《素描书：形态与意图》作者于艾君近年一直致力于基础素描的研究与教学，颇有心得。
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仅仅重复素描的既往经验，而是试图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既往对素描的狭隘理解和
技能掌握走向开放的“素描文化”，从“基础”的技艺出发去认识具有内省倾向的其他艺术景观中的
有益部分，从而为素描找到文化上的定位。
因此，这本书无论在对学院基础教学的经验探讨或理论补充的意义上，还是以平实、客观的笔调对以
“文化视角”关照素描并使之成为当代视觉经验一部分一的“自由素描”的理论阐述上，或建立在作
者对包括自己素描作品的集成展示与技艺剖析的意义上，都是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我们期待它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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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素描，其基本的物质形态是纸上绘画，它曾经以“基础”的方式、途径存在或流传。
素描在对其他媒介或方式的造型艺术“输出”给养的同时，在当代视觉文化的前提和处境下，需要吸
收其他艺术表现方式的“长处”和经验，进行“内部”的语言转换和“自由”意义上的艺术反哺。
《素描书：形态与意图》以六百余幅图例，二十余万字平实客观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素描的来龙去
脉和某种“不伪”品质。
其中，作者提出“自由素描”的概念——通过对（比“现代素描”更开放、更包容，同时在美学意义
上指代更具体确切的）“素描现象”的探讨阐述，使我们看到，素描的意义应是立足于其基础性并从
基础出发，成为“造像”或“图像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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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艾君，先后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和油画系。
现为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
所作美术作品多为纸上绘画和布面油画。
有作品参加多种展览并获奖。
另有文学作品和理论文字约50余万字，见于多种相关刊物或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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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说，16世纪荷兰大艺术家汉斯·荷尔拜因经常在模特儿和自己之间安放一块画了等线的玻璃，
用以帮助他能够准确地描绘出对象的轮廓。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荷尔拜因确实这样做过，但这种想法对于素描的“再现”意义来说是有道理的
。
它曾被同时代的丢勒详细地分别以图、文的形式解释过。
丢勒曾向那些对自己的作画技巧没有十分把握的艺术家推荐这种办法，而荷尔拜因是因为模特儿不能
常时间地保持一种姿势才这样做的。
但许多艺术家.不仅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人怀疑这条“近路”，根本不予采用。
但尤其对于写生能力暂时还不是很强的素描者.如果创作的又是那种记录性素描，适当地采用某些机械
手法也未尝不可。
某些情况下，手段是次要的.关键是看它能否顺应自己的表现意图。
　　同样地，现代素描的技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前人经验的积累，传统的纸上粉笔或铅笔等简单的素
描工具不能满足所有素描作为艺术品在材料上的新要求。
喷绘多种材料的结合使用.印刷技术的介入，影像技术的支持等等，都空前增强了素描的表现力。
它们有着徒手描绘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其形色的质地感觉因为与“正常”地描绘相异而使素描作品产
生了一种缘于质地上的审美空间，由此拉开了与传统素描在进入眼睛这个语言层面上的距离。
比如一直以肖像，具体说是以肖像照片为创作母题的美国艺术家克洛斯，他的巨幅头像借助了摄影术.
又以近“-T-抽象的手法完成了一个个局部.整体绘画风格却是具象的，呈现了那种几乎抛弃了主观情
感介入的有点冰冷的客观性，以此拒绝主题的某些象征性意义。
克洛斯不承认自己的艺术是照相写实主义，因为他的题材不是典型的照相写实画家描绘的对象--他画
人而非物、画照片而非直接写生。
且他在形式以及媒材上突破了许多照相写实的局限，不像照相写实画家那样.满足并留恋于物象逼真的
物质性细节。
他只是利用了照相和照相的基本图像感觉将人物图像放大转移到画布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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