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立体构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立体构成>>

13位ISBN编号：9787302221319

10位ISBN编号：7302221316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易宇丹，张艺　主编，张笑非　等副主编

页数：1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立体构成>>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在享用日用品的同时，个人
的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生活化的设计与艺术化的设计，及其产品的立体形式、
产品的材料肌理以及产品的时尚品位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
显然，立体构成的设计教育，对高品质生活和高品位艺术享受，正在起着非常独特的、愈来愈重要的
作用。
立体构成课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我国，成为建筑设计、雕塑设计、舞台设计、室内外设计、产品
造型设计、园林环境设计、展示与广告设计等专业的基础课程。
立体构成应用范围广、实用性强，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环境与环境
之间的效用传达和共融。
它融美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材料学等多学科为一体，并通过设计形成理想的构成形态，是功
能性很强的立体造型。
立体构成是在一定空间内产生的立体形态。
是由点、线、面、体、空间、色彩和肌理等基本造型要素，按照美的形式法则组合而成的。
它是对形体、色彩、材质、心理有效研究基础上的综合，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形体空间以及它们的三
维活动规律。
本书对立体构成的概念特征、起源发展，立体形态的线、面、块元素及综合造型构成，立体构成的材
料肌理、立体构成的形式要素、立体构成的实际应用六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的立体构成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其结构和内容基本来自编者的教案及教学笔记
，每一章节的知识点都结合案例进行了剖析，避免了传统教材中课程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脱节的现象，
同时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在编写上力求内容全面，深入透彻、严谨丰富、新颖独特，同时选用了多种风格的优秀作品穿插其中
，直观、形象、生动的阐述了立体构成的主旨，从而加深了读者对立体构成的全面认识。
本书通过立体构成的理论讲述、创意思维及技能操作三方面的综合训练，旨在培养学生对立体空间的
敏锐艺术感觉；培养学生灵活独创、弹性丰富的造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掌握立体形态的艺术表现与
制作技巧；培养学生对材料性能的认识和运用能力，并掌握物体的体量、空间、肌理、色彩等规律，
从而把理想的立体形态体现出来。
本书共分六章，易宇丹、张艺任主编，张笑非、刘珂珂、商亚敏、黄宗杰任副主编。
易宇丹、张艺负责总体规划调整。
其中，商亚敏编写第一章，张笑非编写第二章，张艺编写第三章，易宇丹编写第四章，刘珂珂编写第
五章，黄宗杰编写第六章。
以上编者均从事高校立体构成的教学多年，对立体构成的教学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思考，积累了较
多的经验和体会。
书中少数作品图片由于作者姓名或地址不详，无法与作者联系，在此表示歉意并致以谢意！
本书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作为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立体构成的教材，也适合专业设计人
员及设计爱好者学习使用。
由于时间较为仓促，本书难免有遗漏之处，在此敬请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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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体构成作为一门基础设计学科，专门于多学科交叉的立体造型研究，是现代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涉及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包装设计、展示设计、舞美设计、工业设计等；同时又关联着许多纯艺
术门类，如雕塑、装饰、装置及陶艺等。
　　本书从造型的基本问题出发，关注形态的空间变化以及所产生的视觉与触觉、立体与造型的基本
规律。
通过对材料的了解及运用，分析立体的形式和造型规律：通过对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综合运用，剖
析立体形态的本质，开拓创意设计的思路，并以全新的角度将立体构成的原理融人具体的设计之中。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立体构成概述，讲述了立体构成的概念与起源、发展演变与应用、立
体构成的元素和基本特征；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立体的线材特性、线材的硬质造型与线材的软质造型；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面材构成、块材构成及线、面、块材的综合构成；第四章主要介绍了立体构成材料
肌理，材料肌理的概念与发展、材料肌理的分类与选择；第五章主要介绍了立体构成的形式要素，包
括对比调和与多样统一、对称均衡与节奏韵律、体量空间与色彩色调、夸张概括与联想意境；第六章
主要介绍了立体构成的实际应用，立体构成在建筑环境与公共环境中的应用、在家庭环境与展示环境
中的应用。
本书大量选用了多种风格的设计作品，新颖独特、图文并茂，便于读者理解和认识。
　　本书编者均为高校多年从事立体构成教学的教师，他们对立体构成教学有较多的经验和体会。
本书可以作为艺术设计院校或设计专业本科或专科的立体构成教材，也可作为建筑工业、装饰设计、
装潢设计、服装设计、展示设计、家具设计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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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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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和面的加厚与体积 　　二、立体单元造型 　　三、基本造型与其他空间 　本章小结 　复
习思考题 　课堂实训 第四章 立体构成的材料肌理 　第一节 材料肌理概述 　　一、材料肌理的概念 
　　二、材料肌理的发展 　　三、材料肌理的分类 　第二节 材料肌理的作用 　　一、材料的选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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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二、色彩与色调 　第四节 夸张概括与联想意境 　　一、夸张与概括 　　二、联想与意境 　
本章小结 　复习思考题 　课堂实训 第六章 立体构成的实际应用 　第一节 立体构成应用与赏析 　　
一、立体构成与建筑设计 　　二、立体构成与建筑模型 　　三、立体构成与公共设施 　　四、立体
构成与公共雕塑 　第二节 立体构成在家居与展示环境中的应用 　　一、立体构成与家具设计 　　二
、立体构成与灯具设计 　　三、立体构成与首饰、包装 　　　　四、立体构成与展示设计 　本章小
结 　复习思考题 　课堂实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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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包豪斯设计学院成立于1919年，不仅设计理念和教育思想独树一帜，而且其校舍在建筑史上也
成为设计的经典。
可以说，构成实践与理论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欧洲的产业革命为它的产生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
础。
英国的产业革命在由手工生产转向机械化生产的过程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产品外观设计与产
品的材料、工艺、结构、功能的矛盾急剧加深，因而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务之急。
包豪斯以它敏锐的视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的统一；设计的目的是人
而不是产品；设计要遵循自然和客观规律进行。
这些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对当时设计思潮的否定和批判。
包豪斯构成理论是美学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包豪斯构成理论教育的成功在于：它的教育思想、教育审美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吸引了许多在艺术
上卓有建树的大师加盟，从而使其充满了生气和活力。
在校长格罗佩斯旗下，先后有荷兰风格派代表人物杜斯伯格，现代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保罗·克利
、霍利·纳克、阿尔巴斯任教。
他们建立了崭新的教学体系，其思想内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折射出包豪斯构成理论教育的光彩，成
为教育思想的经典。
包豪斯在教育实践中强调：要培养的教育主体（即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将动手和动脑的训练贯穿
于设计的全过程。
而在构成学框架内确定这些目的，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种指导思想强调的不仅是培养学生独立的设计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
包豪斯对构成研究的成功还得益于它将材料作为创造形态的基础。
产品不仅要造型美，还要材质美，二者有机地统一和协调才会产生设计的活力，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
体现产品的美感。
莫霍利·纳吉就是通过发现材料自身的美感，然后将它们重新组合设计成既有材质美又有构成美的艺
术作品。
无论是废弃的金属零件、机器，还是其他，他都会从中寻找出客体的美，通过主观的创造实现主客体
的统一，并创造出真正的空间语言。
马塞尔·布罗伊尔对材料的性能有着独到的研究，在材料的替代方面不断探索，并获得成功。
他以钢管代替木材应用于家具，这样既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又能体现现代设计理念。
正是他的成功开辟了现代设计的道路，在材料与设计的结合上深刻地影响着设计师的观念，并对传统
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
另一位教育家伊顿致力于材料、肌理的研究，并将其运用于教学中。
他让学生对形形色色的材料进行视觉和触觉的亲身体验，加强对材料的感性认识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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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立体构成》赠电子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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