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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设计教育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展极为迅猛。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各类院校纷纷开办设计专业，不断扩大招生规模。
原因何在？
一方面，设计艺术与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能创造生产、生活之美。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自然对设计人才有巨大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我国设计艺术起步晚，且长期处于一种模仿和经验型状态，人才积淀薄弱。
　　目前，我国设计艺术教育的发展是跳跃式的、超常规的。
从科学的发展观来说，这多少带有些盲目性和急功近利的色彩。
我们如果不及时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的话，其所导致的弊端乃至恶果，在不久的将来会显露出来
。
如何采取积极措施，固然取决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的政策与力度，但对于高等教育
自身来说，当务之急是调整和把握设计艺术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的方式和途径，努力使培养出来的
人才符合和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
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注重对学生个性张扬和创造性思维能力提升的宗旨之下，努力提高其艺术
修养。
　　众所周知，艺术修养包括进步的世界观和审美理想、深厚的文化素养、丰富的生活积累、超常的
艺术思维活动能力、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才能。
这五个方面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对于高等艺术教育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接受的课程体系
和课程教学内容。
而与时下设计艺术教育发展近乎无序、师资队伍鱼目混杂的状况一样，设计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
材建设令人堪忧，全国设计艺术院校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计划十分混乱。
同样一门课程，在某一院校被当作必修课开设，而在另一院校，在选修课程中也往往见不到。
即使是在开设了这门课程的院校，其内容也大相径庭，讲授内容基本上由任课教师个人而定。
具体而言，如“设计概论”，在一些院校中被作为专业基础课在大二时开设，而在相当多院校的设计
专业中没有这门课程。
又如史论课程，虽然基本上各院校都开设，但有的是必修课，有的是选修课，有的名之为“中外工艺
美术史”，有的称之为“中外美术史”，有的则叫“中外艺术史”，甚至还有叫“中外绘画史”的。
单纯从其名称来看，就有如此大的分歧，其内容和开设的目的性也就难免有差异了。
再如，设计艺术学最基本的“三大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就笔者所翻检的十多
种通用教材来看，可以说在内容上不仅缺乏融会贯通，而且基本上是一些纯知识性的介绍，几乎不涉
及其在设计中的具体作用和运用。
换言之，就是目的性和针对性缺乏提示与提炼。
总之，课程设置的目的性不明确，其结果，一方面使学生对其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不明确，造成学习时
的不重视，甚至厌学现象发生；另一方面，也使得设计艺术专门人才由前些年的理论基础欠缺到目前
的贫乏愈益加剧，使相当多的毕业生虽然有一定的动手能力，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少创新意
识，只能停留在摹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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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介绍了设计素描的释义和历史演变、内容和形式。
全书特别关注设计素描新思维的阐述，从形态表象、结构、具象形态的解析变体、抽象形态、符号形
态等方面进行研究，力求做到“全”和“新”。
同时，精选出大量经典的素描作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和设计能力。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基础教材，亦可供设计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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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1912年10月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近代美术联展”中，蒙德里安送展了一幅《开花的苹果树
》，依然是树的主题，但几乎走到了纯抽象的边缘。
形象被进一步简化，而几乎成为图案的象征。
我们可以看到，树干与枝权变成了直线和弧线，它们相互交错，产生某种特别的律动感。
色彩则采用了柔美的淡绿、淡黄色系，给人轻快和愉悦之感。
画面上，树的基本形态其实已经消失在一种黑色线条的网格之中，整个画面都被网格笼罩着，显示出
中间稠密而四周逐渐疏松的构成秩序。
这种手法在蒙德里安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尽管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艺术处于立体主义的翼影下，但其作品仍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独特个性。
可以说，他是立体派的“发扬者”，而不是模仿者。
蒙德里安坚持以纯正面形式表现主题，简化物体的自然形式直至纯粹本质这种方法对于我们做抽象造
型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图6-51、图6-521）。
　　在这种无法辨认出任何具体自然物象的艺术作品中，我们虽然不能辨认出客观的人物、动植物或
者风景，但我们能够从画面的方形、圆形、不规则形以及它们的结构方式中体会作品的形式美感和艺
术性。
　　6.3.1 从客观物象到抽象　　具象与抽象之间没有绝对的概念和界限，二者在作品中也经常呈现出
相互依存的现象，具体作品也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
在具象绘画中，形式手法本身已经体现出一种意味，给欣赏者留下意味深长的想象空间。
所谓一览无余的艺术是索然无味的。
中国画讲究笔墨艺术，而笔墨的运用既能体现自然之景、画中之景相交融，又能在具象中体现一种抽
象意味。
而抽象作品也不是单纯地将色彩、线条等因素无意义地组合，它也必须依赖一定的形象因素。
对诸如色彩、点、线条等因素的组合我们甚至道不出它们究竟是一个什么形状或图形。
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它通过一块色彩显现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从一个线条中体现出生命的律动，并体
味出一种具象的物质意义。
可以说这些色彩和线条被作者赋予了感情与生命，使人感悟到一种隐喻的抽象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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