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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艺术构成》结合现代设计发展的需要，系统而全面地讲述了建筑艺术构成。

　　《建筑艺术构成》由三部分构成，包括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
本书着眼于柔性化教学方法，即将色彩原理、材料的选择和应用、视觉心理认知等理性因素揉进平面
、立体空间的设计基础训练中去，并注重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
本书内容由浅入深，图文并茂。

　　《建筑艺术构成》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建筑装饰、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设
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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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4比较形式——对比与变化 利用对比的形态构成视觉上的差异，通过形态的大小
、疏密、虚实、异同、色彩和肌理等对比因素来构成画面，这就是对比构成。
 2.4.1对比的作用 对比是人们对一切事物识别的主要方法。
在设计中，运用对比的手法，便可突出某种形象和内容对比，在画面所产生的效果是变化。
 对比的视觉效果使我们能感觉到一种画面的变化，所以说，对比是构图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形式之一
。
 2.4.2对比的形态 对比的形态体现在形、质、势三个方面。
 形的方面：比如，形的大小、形的方圆、形的曲直、形的位置。
 质的方面：比如，形的粗细、形的轻重、形的刚柔、形的强弱。
 势的方面：比如，形的聚散、形的动静、形的方向、形的重力。
 2.4.3对比的分类 1.空间对比 在设计中，画面必须留有一定的空间才能增强其作品的深度感，才能突出
主体（图2—4—1）；否则，给人一种压迫感。
 画面中形象所占的空间与形象以外的空间会形成一种明显的视觉对比，形所占的空间太大，周围的空
间势必太小，画面就有充塞感，对比就不成立了。
 中国画的空间处理——“密不透风，疏能跑马”，非常形象地阐明了空间的对比关系。
 2.聚散对比 密集的图形与松散的空间所成的对比关系（图2—4—2）是每件作品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之
一。
要处理好画面中的聚散关系，必须注意安排好主体形象与次要形象之间的关系，对形象的密集程度以
及形象密集后的整体效果、形象密集区与疏散形象之间的呼应、疏散形象的位置等给予恰当的安排，
会使主次分明，聚散呼应，穿插得当。
 布局应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要有主要的密集点和次要的密集点，以及第三、第四等的观
察次序。
 2）密集点可以以点为中心的密集，也可以以线为中心的密集，要处理好密集构成的外形，既能使人
感到完整，又要使密集图形互有穿插变化。
 3）要使主要密集点与次要密集点之间产生一定的联系，使各形象的互相关系有一定的呼应。
 4）密集形象的运动发展趋势要形成一定的节奏和韵律感。
 3.大小对比 大小对比较容易表现出画面的主次关系，在设计中比较主要的内容和比较突出的形象（
图2—4—3）一般都处理得较大些。
 大小对比的共同特点：突出大的形象为主要部分，同时，又有些重复或类似的小的形象发生呼应作用
，使画面布局表现出一种重复美，在整体上较为生动活泼，而且内容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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