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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這本書講了我們共同作出的一個嘗試。
 
過去，構圖課程很松，不成章法。
講什麼練習什麼，隨意得很，隨機得很。
于是大家希望改進，梳理出幾個合理的課題，設計出一些可以操作的方法。
經過幾年實踐，學生的反饋和別人的經驗都逐步綜合進來之後，新方法顯得比較豐滿了，仿佛是比較
成為章法了。
 
妙在三者之間 
構圖課程牽扯的內容比較多，往上牽扯到藝術創作的全部理論，往下涉及到手頭上的一切技巧能力。
一旦分寸掌握不當，那麼，不是架空成了理論課，就是退回到一般的技巧練習。
作為架空的典型例子是過分強調觀念的創作傾向，當下並不罕見。
相反的典型例子是社會實踐課萎縮成外光寫生。
 
分寸掌握得當，那麼妙在眼、手、心三者之間，不偏不倚，游刃有余。
記得我們當年設計這種構圖練習課題的時候，就十分醉心于探親那麼一種方法，既不是空談理論，又
不要陷于漫無邊際的自由創作。
 
可疑的法則 
一般教科書常講的“構圖法則”總是有些可疑。
 
“多樣統一”好像是個大原則，又像是什麼也沒說的大空話。
 
“三角形的穩定感、S形的流動感”之類說法，既粗糙又勉強，因為三角形未必就穩定，殭硬缺少流
動感的S形構圖更是多見。
 
相比之下，與其向教科書小冊子學習構圖，或許不如直接向傳世的傑作學習；與其推敲構圖方法的文
字表達，不如直接歸納原作構圖的視覺效果。
 
在視覺的歸納過程中，眼、手、心三者並用。
心領神會于比較概括的視覺分析，心領神會于動筆揮毫的作畫動作里。
 
虛的關系 
我記得自己上大學之前就喜歡那種人物眾多、構圖複雜的大畫，曾經試圖弄懂其構成的原理，我想那
種構圖的本領實住了不起。
無窮無盡的構圖單元被整合為一個整體，而且是有聲有色的整體，這個整體的生命力既來自其中每一
個單元的自身的活力，又來自單元之間的那個“看不見”的關系的魅力。
這里所說的“關系”就是構圖。
 
構圖究竟有沒有一般法則？
如果說教科書所講的法則有點可疑，那麼可信的法則是什麼？
藝術史上遺產浩大的規模，讓我們每個誠實的人不敢輕言一般共同法則。
哪怕我們希望藝術有規律，有共同法則的人也總是要以向已的猜測或者自己的信仰的名義講話。
 
如果說“單元”是實體，是實的，那麼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是虛的，是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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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一個實的單元都是由虛的關系構成，由虛的關系支撐著。
從畫面整體到每個人物景物，再往下到人物的每個細節，層層追究下去的話，實在的東西是一再地被
分解掉，而“關系”這個虛的東西卻反而在任何一個層次上支撐著。
這事情十分有趣。
循著這思路，不只是一般的所謂形式法則、構圖法則，也包括教學的方法，都不該是殭化的、一成不
變的。
 
傳統畫論多次講“有法”與“無法”之間的辯証關系。
在每位畫家個人，或者在一個集體一個畫派里都是如此。
法之有無個是最重要，重要在于從無到有或從有到無的積極發展不停頓的過程。
 
構圖分析課在我們第二工作室里開設于1992年，迄今也有10年了。
丁一林先生和馬小騰先生都是潛心學術的，他們用心積累、搜集了教學過程當中的第一手資料，也把
自己相關的思想整理出來，連同王雷、林笑初的體會，一並向同行匯報，我想會有新的思路被啟發出
來，從而，把這些看似已成章法的東西再往前推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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