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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原同济版《构成艺术》的新版本，在申请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时，改为《
视觉形态创造学》。
从中可以看出“构成艺术”与“视觉形态创造学”的关系。
“构成艺术”一词源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设计课程，而在我国从60年代至今，一直用“三大构成”
这一名称来命名这一课程。
但近10年来，该课程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许多变化，在设计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所以如果使用
“视觉形态创造学”这一书名会更合适些。
构成，即组织，绘画、摄影艺术中称之为“构图”，视觉传达设计中称之为“编排”，而空间设计艺
术中称之为“位置经营”。
本书讲述的内容就是将各类艺术设计中共同遇到的元素的组织问题作为一个基础问题来进行研究，讲
究的是整体的形态效果。
构成是一种手段，视觉形态创造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构成是设计作品的核心，它将各元素、各节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起到统一、控制的作用。
反过来说，创造性的作品或形式，甚至风格，均与构成艺术密切相关。
赋予构成艺术一种特殊而贴切的提法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故从包豪斯时代至今，并无本质性
的突破。
众所周知，构成并不是的简单量化过程，而是与人的认知心理、人文艺术的社会学原理、创造科技学
等公共意象相关联。
它涉及两个方面：其一，设计（基础）性原理中的基本配置和应用；其二，这些基本配置和配置方式
所依托的认知心理。
本书着眼于柔性化方法，将色彩原理、材料的选择和应用、视觉心理认知等理性因素揉进平面、立体
空间的设计基础训练中去，通过深入浅出、不断创造的过程，在实践中通悟构成艺术中的认知规律和
特质文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突破常态的探索，创造可能的新形式，感知及领会形式、材料、色彩与
空间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并获得在设计实践中的创造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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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觉形态创造学》讲述的内容就是将各类艺术设计中共同遇到的元素的组织问题作为一个基础
问题来进行研究，讲究的是整体的形态效果。
构成是一种手段，视觉形态创造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构成是设计作品的核心，它将各元素、各节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起到统一、控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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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一 大自然是我们的导师二 视觉形态创造学是研究形态和形式的课程视觉形态与它的空间张力第
一章 形态与形态的抽象一 大自然是我们的导师二 点、线、面、块是形态的抽象第二章 构成中的形态
策划一 形态的采集与提炼二 变形与视觉张力的舒展三 张力限定第三章 形态的错视认识与利用一 点的
错视二 线的错视三 面的错视综合作业 “白皮报告书”——视觉形态笔记第一阶段——平面构成阶段
平面元素与平面构成第四章 相同形与相似形的重复构成一 基本形设计与基本形组合二 重复的骨格设
计三 基本形的排列方法四 变异与方法第五章 节奏创造一 渐变节奏二 发射节奏第六章 对比构成第七章
平面设计与视觉空间基础作业1 基本形+基本骨骼构成练习实验作业1 “为自己而设计”——T恤设计
实验作业2 帽子设计色彩的语言艺术第八章 色彩的形成与色彩的体系一 观察色彩二 色彩的属性三 色
彩的体系第九章 色彩的组合与色彩的对比一 色彩的组合二 色彩的对比第十章 色彩的情感与视觉心理
效应一 色彩的语言性与视觉心理效应二 色彩的象征性第十一章 色彩的调和研究一 色彩的调和理论二 
色彩调和的一般原理基础作业2 色阶推移构成练习基础作业3 色彩对比与调和构成练习实验作业3 色彩
主题构成练习肌理与构成第十二章 肌理的认识第十三章 肌理的类型与构成原理一 肌理的类型二 肌理
的构成原理第十四章 肌理的制作方法一 手工画面肌理的制作二 通过物质堆砌和加工制作肌理基础作
业4 肌理构成练习基础作业5 半立体构成练习实验作业4 “城市褶皱”招贴设计——“世博想象”2007
上海美术大展设计艺术展第二阶段——空间构成阶段空间构成第十五章 从自然形态到人工形态一 空
间构成的理念二 立体构成与空间结构系统第十六章 空间构成的基本要素与基本元素一 空间构成的基
本要素二 空间构成的基本元素第十七章 立体构成的形式组织和审美判断第十八章 立体构成的材料与
材料处理一 立体构成的材料要素二 材料特性的把握三 材料的加工第十九章 动立体构成和光立体构成
一 动立体构成二 光立体构成基础作业6 吊挂式构成练习基础作业7 空间繁殖构成练习基础作业8 空间
生长构成练习基础作业9 20cm3立体空间设计基础作业10 空间解析——园林的空间采集和重构实验作
业5 头饰+服饰设计实验作业6 “都市大餐”主题立体构成——“2002上海双年展国际学生展”优秀奖
实验作业7 “酒酒归九”主题立体构成——“2002上海双年展国际学生展”优秀奖实验作业8 水+纸—
—立体空间形态设计实验作业9 纸板建筑设计建造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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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代设计运动最早起源于欧洲，设计作为一个教学的科目也是从欧洲开始的。
1919年设计家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在德国魏玛市创建了全世界第一所艺术设计学院，即“包
豪斯设计学院”，聘请了当时一流的艺术家，费宁格、伊顿、康定斯基、纳吉、克利都担任了主要课
程。
在当时学院所设的课程中，将“构成练习”作为一门主要课程，通过艰苦的基础训练培养学生对形式
的良好感觉，取得了显著的功效，并培养了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著名设计大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设计大师都集中在美国，使美国的设计运动也得到很大的促进。
从1983年美国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来看，像哈佛、耶鲁、伊利诺斯、普拉特、洛杉矶等著名综合性大学
、学院，都设置有视觉形态创造这一专业基础课程。
视觉形态创造学是研究形态结构美学的课程，它不仅从理论上研究各种形态所带来的审美心理，也通
过大量的练习来把握形态与审美的关系。
我们通过对各种构成要素以及形式特性的研究，来把握形态元素在构成中的特殊艺术语言和形式在视
觉审美中的意义。
欧美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这一方面的艺术教学课程，试图通过讲述和实验设计的相关条件与
限制，来进入一种形式上的探索，让思想与形式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使设计思想与社会的审美理想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而推
动了设计运动的深入。
从这里也使我们对构成艺术的课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是一门培养设计艺术语言表现能力的基础
课程，通过大量的形式训练，丰富艺术的思维技巧，目的是获取运用艺术符号的自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视觉形态创造学>>

后记

在长达数十年的“设计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和许多教师合作，认真负责地完成课程所担负的
责任，不断地修订教学内容、完善课程结构，寻求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因此，这本教材得以出版，首先应该视为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凝聚着很多教师的智慧和经验。
他们是谭靖漪、陈健、王红斌、张雪青、高搏、宋善威、施胤、莫娇、宋丹青等老师。
设计基础的教学在整个设计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中有着相当的分量。
尤其对于多专业方向的院系来说，教学上存在着许多值得探讨的方面。
所以，这一类教材也是已出版的设计基础教材中数量最多、风格最多样的。
同行之间的学术研讨和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影响促使我们的教材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新颖。
我们感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各学科团队所给予的启示与影响，以及许多有益的批评指正
。
在此，特别感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建龙、郑孝正老师的支持和友情帮助。
这本教材的出版，要特别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江岱女士，感谢她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为本书
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本书中的大部分图片来自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艺术设计系的学生作业，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复
旦视觉艺术学院的学生作业。
我们在征求使用他们的肖像权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除本校学生作品之外，书中有些课程作业是跨校的合作教学成果，感谢复旦视觉艺术学院王红江、李
悅、夏寸草、张熙老师的鼎力相助.最后，感谢本院。
9级研究生余芳同学为本书所做的装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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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视觉形态创造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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