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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训练”似乎是最安全、最平稳的（学术）用词——但凡不偏不倚，不痛不痒，不置可否且无明
显取向的（艺术或设计）劳作，评价或界定为“基础”均不为错，尤其是“基础之外的人士”愿意以
此开解自己。
“基础教育”似乎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无需“劳心”的钟点工——随时待命，听从（艺术或设计）
主人的使唤是“最重要的基础”，只准干主人们不想干的事。
“基本功”似乎是酒楼跑堂的小伙计——面对客人必须“来了，您要点什么”，然后“没问题，请稍
等”⋯⋯于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基础”与“专业”问形成“前者动手，后者动脑”，的一成不变
“分工”。
前者越来越只会“动手”，后者亦越来越看不起“动手”，但更加要求前者“动手”。
同样在较长的时期内，“动脑”的一方心知肚明：自身的问题仍旧是“不会动脑”。
当然，在“如何练脑”的问题没有“实质性共识”之前，“专业动脑”的一方，仍习惯于告诉“动手
”的基础方，要“加强基础教育”，因为如前所述，“加强基础”的提法安全而平稳，几乎就不可能
错。
其实“基础”的“加强”是不容易的，因仅就（课时）“量”的加强而言，就肯定有一千个理由说明
“不能加只能减”。
当然，“基础”的“改革”就更不容易了，即使是“动脑”出了问题，“基础”也不许涉及“脑的方
面”，不许越（练手的）雷池⋯⋯问题的症结虽显而易见，但不少院校“基础”与“专业”问关系仍
旧尴尬，这客观上消解着相互间本应浓重的学术依存气氛，且长期僵持为“教方”日益浅层次的课时
之争，以及“学方”愈加难言的无所适从⋯⋯当下，“专业”的界线在加速模糊，支撑专业的“技术
”也趋综合与复杂，并日益脱离“专业”而由社会系统所替代。
同样，新时代逐渐消除着对“专业”的辨认需求，增加着对多元复合信息的包容。
例如：我们今日其实难以对诸如鸟巢和广州歌剧院等设计仅作建筑学意义的“专业”认知，因它们首
要的价值已非“建筑”；我们同样难以对诸如手机和便携电脑等仅作工业设计学意义的“专业”，认
知，因它们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亦基本超越原有的“产品”。
当面对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对话，面对低技术与高附加值间的提携；当面对信息与事件问的同盟，面对
观念与媒材间的互为因果时，我们得承认：（过往的）“设计基础”的武器——技艺，完全对付不了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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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今天这个时代，整个本科教育就是个基础教育。
今天的美术学院本科生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在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不是在校所读的系科专业：有服装专
业毕业的在做广告，广告毕业的在做装修，环艺毕业的在做杂志设计，平面设计毕业的却签约了画廊
在画油画，油画毕业的开了间服装加工厂。
这是一个有多种可能和选择的时代，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基础教学“开放”、“活跃”和“松动”，
朝着“宽”和“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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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峰，1991年获广州美术学院学士，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设计学院基础部主任，生
活工作于广州。

    主要展览
    1996“卡通一代”第一回作品展，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展馆，广州；
    1998“卡通一代”第二回作品展，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展馆，广州；
    2000“社会”上河美术馆第二届学术邀请展，上河美术馆，成都；
    2001“虚拟未来”当代艺术作品展，广东美术馆；“城市俚语”珠江三角洲的当代艺术，何香凝美
术馆，香港艺术公社；“人类的风景”四人展，中国艺术档仓库；“艺术与科学”(优秀作品奖)，中
国美术馆；“过度中的青年”中、德、英当代艺术展，何香凝美术馆；第16届亚洲艺术展，广东美术
馆。

    2002 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广州；第四届光州双年
展“广东快车”，光州美术馆。

    2003“左手与右手”中、德当代艺术联展，798艺术空间。

    2004“过去与未来之间：来自中国的新摄影和录像”，纽约，西雅图，芝加哥；“由表及里”二人
作品展，巴黎。

    2005 广东当代艺术生态1990-2005文献展，何香凝美术馆，深圳。

    2006 柏拉图和它的七种精灵当代艺术展，OCAT当代艺术中心，北京，深圳。

    2007 透视的景观第六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红热”亚洲当代
艺术CHANEY家族收藏展，休斯顿美术馆。

    2008 盛宴—冯峰作品展，现场3当代艺术空间，北京；“中国姿态—首届中国雕塑大展”，厦门；“
广州站：广东当代艺术特展”，广东美术馆；异化—广东当代陶艺实验展，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佛
山；“自由落体”艺术展，陈绫蕙当代空间，北京；杀死你的梦—冯峰、刘庆元、朱芳琼三人作品展
，广东美术馆；“转型?建构”首届广东省雕塑大展(获最佳材料创新奖)，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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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人们对自身生活不满意，希望用智慧去改变它，或者是抱着某一理想要去实现它，这个时候
“设计”就发生了。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那么，在解决问题之前我们要做到的，首先是能够在生活细节中发现问题，进而提出问题。
要做到在视而不见的日常中发现并提出问题，需要具备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拥有一个锋利而又独特
的观察事物的角度。
如何才能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和独特的视角？
这需要我们去培养一种品格。
陈寅恪先生70年前的名句说得很清楚：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这句话似乎也成了大学精神的象征。
怀特海（Whitehead，AlfredNorth，1861—1947）在他的《教育的目的》中有这样一段话：“教育是训
练对于生活的探险，研究则是智力的探险。
大学应该成为青年和老年人共同参与的探险活动的家园。
大学确实传授知识，但它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
⋯⋯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
”我们希望这一年是“充满想象力”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共同基础课程中，我们集中于“动脑能力”和“动手能力”两个方面的培养。
这两个“能力”的培养，落实在课程上有三个方面的特性，即技能性、知识性、创造性。
技能训练方面，集中在“表达能力”上的训练：一、手绘基础：以徒手绘画作为沟通语言，观察记录
并整理信息资料和表达个人想法并叙述事件过程。
二、图形语言：以图形作为语言，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
三、三维基础：以空间、材料作为传递信息和表达观念的有效语言。
四、综合表达：利用综合手段和交叉技术，表达设计思想和创作观念。
改变原有基础课程“素描+色彩”、“电脑+构成”将基础片面化、简单化、教条化的格局。
在一年的课程中，既要有启发性的思维训练，又要有体验性的手工训练和研究性的造型训练。
打破“专业与基础简单直接对应”的狭隘观念，让一年的共同基础为整个大范围的艺术设计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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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设计学院从事基础教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首先，你面对的是21个班近600名的学生。
其次，这21个班归属于9个不同的专业系科和教研室。
从各系科的角度，常常是希望基础课能够按照各系科专业技术和工作范围的不同，分别去作对应性的
教学安排。
作为一名设计学院的基础教师，你想要按9个系科和600名学生的不同要求去变换自己角色，以求迎合
每一个不同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这注定是一件“吃力又不讨好”的工作。
不要希望所有的人都说你好。
你只能做你认为正确的，去寻找各系科之间共同的东西，基础本来就是个共同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时代，整个本科教育就是个基础教育。
今天的美术学院本科生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在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不是在校所读的系科专业：有服装专
业毕业的在做广告，广告毕业的在做装修，环艺毕业的在做杂志设计，平面设计毕业的却签约了画廊
在画油画，油画毕业的开了间服装加工厂。
这是一个有多种可能和选择的时代，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基础教学“开放”、“活跃”和“松动”，
朝着“宽”和“通”的方向发展。
我常听人说“基础”是房子的地基。
这是把“基础”当成个死东西来看。
“基础”是活的。
“基础”不是房子的地基，“基础”是一棵树的根。
它是不停止地生长着。
这就是基础的特性，它是隐性的，但同时也是深远的。
基础不仅仅是这一年，基础贯穿了整个四年本科，甚至是一生。
“基础”注定不是当下兑现和立竿见影的，但却应该是充满想象力的和生机勃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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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汇:元素与秩序》：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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