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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最早对画界的影响，不是因为创作，而是因为一张大卫石膏像的素描。
那是在中央美术学院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张大国先生安排的一个两周的长期作业。
画大卫是一个标志，美院的学生没有没画过的。
当时特别强调写实、深入。
我们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黑灰白，分块面，大关系.交界线”。
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写实呢7画出来的是这些概念和线条.还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对象？
疑问没解决，接着就放寒假了。
我没回家，留在画室，打算用这一冬天，看看这张画到底能“写实”到什么程度。
　　这个寒假过得很快，开学的前一天，靳尚宜先生来查看画室，那时和靳先生还不熟，我停笔。
他在这张画前看了好长时间.没说话.走了。
后来，听说靳先生在背后表扬了我，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
”这话也许是被演义了，但不管怎么说，我通过这张作业，把素描是怎么回事弄懂了许多，顶的了过
去画100张素描的收获。
　　美院毕业后.我留校教了十年书。
更有理由接着想素描、基础课这些问题；同时也写了许多教案，并做了一些素描教学改革和新的尝试
。
那时，我考虑比较多的是：在我们的基础训练中，有一种“浪费的现象”。
比如说.在中国，几乎每一个想成为画家的人都把这么多的时间放在素描训练上。
但真正画得好的、有感觉的多吗？
甚至有些人是画得越多，感觉越差。
训练的结果都到哪里去了？
一个学画的人，从考附中之前.就反复画方块、三角、圆锥体。
“幸运”的话，他能画到研究生毕业。
从头像、胸像，到全身像.再脱了衣服，从单人体到双人体，这漫长的作业程序，除了有难易程度的区
别，在研究的内容和课题上有变化吗？
没有。
每一次都完成一个同样的过程，弄不好只培养了画者的熟视无睹，学不好真的会这样。
　　我曾经被认为是一名很好的学院派的学生、教师。
但随着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开放、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我的创作也开始偏离了一般概念中的传统和学院
式的艺术。
当时，我的变化让许多老先生觉得很可惜：你有这样好的功底不用，而去搞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年轻的艺术家则总是向我询问差不多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一下子从传统的路数转变为“现代艺术”
的？
似乎其中必有变法之捷径。
　　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基础和传统功底与现代艺术是相左的，两者不是一回事，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关系。
实际上.这正反映出长期以来.在艺术基础教学中，对艺术是怎么回事，艺术家是干什么的这些最基本
的概念，也可以说是对基础的基础认识的不清楚。
这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把基础训练只当成技术训练，只是学会把一个三维的东西画在二维的平面上，看上去还是三维的
；或只是了解色彩的成分和调配技术.它当然与当代创作没有关系，当然找不到“转换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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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高考艺术院校入学“设计基础”考试编写。
从造型设计的特点、设计构图的要求、图形创意的方法、人物造型的准备、色彩设计的表现、工具和
技法的掌握、模拟试题及应试方法七个方面引导考生掌握应对“设计基础”考试的基本方法。
内容编写循序渐进、深入浅出、针对性强；同时配合教师范画展示及学生优秀试卷评析，帮助考生轻
松获取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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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2构图的组织方法　　2.2.1主体突出　　在安排构图时，应该使画面中的主要形象占据比较大的
位置。
如果主体形象处理得小，也就意味着画面中空白或者背景的面积比较大，大块的空白对于初学者来说
很难处理好。
因此，主体形象大些可以减轻背景处理的压力。
当然，如果想表现空旷的感觉.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此时的主体就是宽阔的空间，其他的形象只作为陪衬和对比存在.仍然符合主体突出的原则（图2-9）
。
　　2.2.2形式意向完整　　我们常见的构图形式如：三角形构图——主体形象呈现三角形；圆形构图
——主体形象或其发展趋向呈现圆形；方形构图——主体形象以方形为主：S形构图——形象或走势
呈现s形的发展趋向。
另外，还有水平构图、垂直构图、发射构图等等，都是根据构图的趋向和发展势态总结的基本形式。
构图原则是变化不宜过大.保持比较单纯和一致的形态和趋势，形成视觉形式的感染力（图2－10、图2
－11）。
　　2.2.3明暗层次关系明确　　无论采用写实还是装饰的表现手法，画面上的层次关系都要明确。
比如在户外景色的表现中，天空、地面、山峦和树木在明度上应该有所区别；表现室内题材，物品、
人物的组合、层次也要清楚。
例如当人物明亮时，背景可以用灰色调.而背景中的树则可以用更深的颜色，反之亦然。
在装饰性的画面里有三到五层明暗变化就可以了；即便是写实性的表现，在大的色调上也要尽量保持
单纯，并不是调子越多就越好。
　　另外，还应该注意明暗的统一感.如亮调——以浅色为主，灰调——以中等色度的颜色为主，暗调
——以较深的重颜色为主.这样能够形成统一的气氛和情绪的基调。
　　画面中不同明度的色彩之间要相互穿插，尽量做到暗中有亮、亮中有暗，使画面自然、平衡和富
于变化（图2－12、图2－13）。
　　2.2.4形象有起伏变化　　画面中的每个部分都应该联系起来作统一处理，做画时随时保持整体意
识，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营造起伏和错落的变化。
其中既有外轮廓的变化，也有空间的前后起伏和纵向的交错关系。
整体意识要在不断的训练中形成，逐渐摆脱不自觉地陷入局部刻画的习惯。
其实，在对景写生时已经出现构图和取舍问题.只不过教师摆放好的静物已经过提炼处理，因而没有把
矛盾突显出来。
但是当面对空白的画面时，如何“组织”和“安排”形象就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了。
　　统一中求变化与变化中求统一，指在画面的大统一中应该有所变化；而当各种形象变化丰富时，
则又需要寻找方法使之统一，将它们和谐地组织在一起（图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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