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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既不是人数众多的普通读者面写，也不是只为构成艺术研究专家而定，它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在大
学艺术设计专业里求知欲望强烈和精力旺盛的大学生们，他们对有关平面构成的专业知识非常需要，
但又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深入研究它。
    本书中作者一直试图所能达到的最开阔的视野使大学生更有效地获得他们亟需的平面构成知识。
艺术设计是科学和艺术杂交的边缘科学，一个学习艺术设计的大学生，他所需要的知识既应是科学的
，又应是艺术的，他既需要科学的理性、严谨和逻辑，又需要艺术的感性、幻想和创造，他们对事物
的理解也可以说就是对文字的定义和实指的定义的综合理解。
    本书选用了大量国外优秀作品，本人作品及教中国美术学院学生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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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少夫，出生于湖南长沙市，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装潢设计专业毕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现为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授，已有《德国广告设计》、《标志设计的市场效应》 、《书籍装
帧设计初步》等17部著作出版，设计作品获得过各类奖项3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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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大学培养专业设计师应采取怎样的教学路线?其一是按照学生将来所从事的专业设计范围，
将他们纳入特定的从基础设计到专业设计的教学路线进行系统学习；其二是先把相近艺术设计专业的
学生郜集中在一起，先进行基础设计课系统学习，再进入各艺术设计专业继续进行学习。
历史证明这两种路线各有利弊，学术争论难分高下。
这种情况不单是在培养专业设计师的设计学院里存在，而且在培养科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教师
、工程师、医生、商人等人才的普通大学里存在。
从时代发展及未来学的观点来看，艺术设计专业不应当把学生教成专业技术匠人，而应当把学生造就
成既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又有创造性活力的较扎实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学习艺术设计的学生成为有一定
弹性思维和一定设计判断力的创造活力人才。
而要成为有用的设计师，学生所需要的基础设计练习应该具有比以前更为广泛的共同基础，或者说，
应该从各专业设计领域所共同需要的基础设计知识方面八手去扩展教学内容。
当然，沉迷于历史上无边无际的基础设计故纸堆里是不可取的，必须慧眼精选那些真正有益的内容，
使之在极为有限的基础设计课时间里收到显著的教学成果。
　　在1 9世纪欧洲艺术设计教育初期，以典型原作作为范例进行临摹是当时学院派的正统教学方法，
当时追求的就是接近于权威大师的境界。
这种教学方式于20世纪20一30年代引入我国后，一直沿用了六七十年，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学校和教
师非常热中于此道。
沿袭这种旧有的教学方式，并将它毫无道理地应用于新时代，使不少学生陷入极度困惑和矛盾之中。
其实，1 9世纪末的欧洲，有一些学院勇敢地与旧的临摹式教学方式决裂，转向自然去寻求美的根源。
他们专门以动植物的形态作为探究对象，追求自然主义的描绘效果。
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装饰艺术运动兴起，欧洲一些艺术设计学院开始盛行装饰写生白勺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也在20世纪20年代末引入我国，沿用了几十年(从20世纪20一80年代)的图案课中的单独纹
样、适合纹样、写生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欧洲装饰艺术运动后法国装饰写生教学模式的影响。
图案是我国从20—80年代的主要基础设计课。
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院校还部分保留了这种模式的图案课。
装饰写生教学模式虽然已比1 9世纪的临摹范画教学模式和自然主义教学模式进步，但它过分强调装饰
美化表面效果，而忽视了基础设计训练的本质内容和实质效果。
临摹范画也好、描摹自然也好、写生变化也好，它们都必须依赖一些原始物或即存物作为道具和前提
对象。
作为和上述这教学模式完全对立的教学模式，201~820年代的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构成式教学体系出
现了。
他所倡导的构成练习，不以客观物体作为参照对象，而是将客体推到原始的起点，找出它的各种造形
要素，按照美的规律创造性地构成新的形态。
构成的元素不考虑历史性、不考虑自然性、不考虑地区性等因素，它以抽象化为特征，追求创造性思
维和纯粹形式结构的美学变化，因而构成作为设计的基础练习最纯粹、最有创造性、最有形式感、最
灵活多变、最易为初学者掌握基本形式法则，因而也最具实际效果。
由于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构成教学，比当时欧洲典型装饰艺术风格的法国巴黎装饰艺术学院的装饰
基础教学更具有科学性和广泛适应性，因而构成教学模式很快成为各国艺术设计学院争相借鉴学习的
楷模。
包豪斯构成教学对此后世界艺术设计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后包豪斯还被设计学界誉为世界上第一
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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