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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装饰变形艺术，较之写实造型艺术富有趣味性，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无一不爱卡通动物形象，可见人类自幼即普遍具有欣赏装饰变形的审美需求。
　　几千年前，先民在岩画和陶器制作中，造型极其概括简略，富有装饰趣味和变形特征，装饰艺术
对启蒙开发人类智慧和文明多么重要，在今天高度文明发展的社会中更不可少。
在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中，服装、佩饰、品牌包装、书籍装帧、居住环境的室内外设计、影视广告、电
脑网络等，几乎处处都体现有装饰艺术的存在和它的实用价值。
　　动物是装饰画家普遍爱好的题材，因为动物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
它种类繁多，具有生命活力和不同的形态、个性、生活习惯和动作特征，且有个体或群体组合，动势
变化万千，因而在动物题材装饰造型设计中，能给作者有无限发挥才智、想想、夸张与变化的创作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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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艺术史迹与装饰艺术　　悠悠的历史长河，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优美的装饰艺术史画卷：　　
——从远古时期的石器、贝壳串饰、岩画等到新石器时期抽象、变形的彩陶饰纹，我们看到了古朴、
精美、活泼、动感、有着童心般的天真烂漫的艺术世界。
——从夏、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夔纹等等饰纹的庄严凝重、怪异神秘、雄浑有力的气派形成中
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威慑作用的狞厉之美。
　　——从战国铜器上，我们看到了有了人物故事情节的装饰画，它们有流畅优美的线条，写实与几
何形有机的构成组合。
进而发展了形简挺拔、结构繁复而不乱，有着写实作风的秦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砖、瓦当等等装饰样
式，它们更体现出了秦汉装饰的强壮朴实、律动奔放、气势磅礴的精神意识与艺术境界。
　　——从唐盛时代丰满繁荣、富丽堂皇、色彩斑斓的装饰风范中我们看到了有着宏大深厚的审美品
格和美学风度的装饰艺术。
　　——从宋到元、明、清、民国各个不同时代，我们看到了装饰艺术各自时代特征和创造的程式化
出现，失去了强烈的生气，只剩下了民间艺术质朴装饰的一丝生机。
　　纵观华夏悠悠的历史，可以说也是一部悠久的文明史，从中也创造出了一部延绵不断的华夏民族
的装饰艺术史。
在艺术上没有反叛精神，也就没有了绵绵悠长的艺术史。
二、艺术美学与艺术品格　　装饰艺术同样可以反映出时代风貌与人文品格。
历史地看，每一个朝代都有其自己的审美要求，这样也就有了每个朝代形式美的构成准则。
　　艺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艺术语言形式创新的历史。
艺术风格的形成，也是时代精神风貌的反映。
　　任何艺术都包含了装饰美学。
没有装饰，艺术便失去其美感，也就无从谈装饰美学。
　　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
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大干世界，万象万物，皆有其自身美的存在，当我们从中发现了美，并创造出了美的艺术形象，艺
术美、形式美也就随之产生。
　　一　　艺术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蕴含着装饰艺术的元素，东方艺术更是有着强烈的装饰美的
基因。
　　装饰艺术美存在于具象与抽象之间。
　　装饰艺术主要是一种实用艺术，它突出的创造过程是由具象一抽象一夸张一变形，而后产生的一
种形式美的艺术样式。
　　形式美在装饰艺术中最能得到表现，装饰变形是装饰艺术的重要手段。
形式美的规律有两条：其一为单纯的美；其二为充实的美。
单纯的美是在不断地概括、提炼中完成；充实的美是从不断地在细节充实、完善中反映出来。
　　装饰艺术的形与神。
其形是在物象化、理想化、夸张变形的形式美准则的要求下创造之所至；其神是通过画面物质化、动
态化后的精神理念之体现。
　　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谈及艺术的形式美，直到未来的社会也还将谈
艺术的形式美。
只是时代不一样了，审视、评价形式美的要求就不同了。
　　艺术是个性化的，没有了个性就没有了艺术，也就没有了“百花齐放”。
　　想象是画家创造美的重要法宝。
　　创造的美感是超越客观现实的美感。
　　创造精神是艺术的生命，艺术没有创造精神便没有了艺术的生命力。
　　世间万物万象之态势，要用心在师造化，然其法白不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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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对生活的认真体察、细细品味，对现实形象、物态有深刻地由表及里的认识，方可创造出有生命
力、有艺术品格的艺术作品。
　　个人艺术品质的发展主要通过三个途径：　　一是拜先人为师，熟知艺术发展的进程与奥秘。
二是向民间艺术学习，了解中外民间艺术的同与异。
三是参与投入时代的变革，努力使自己与时代精神同步。
　　绘画技能的训练是重要的，但艺术修养的培养与提高则是完善创作，提升艺术作品内涵的重要的
自身内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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