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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统称为三大构成，分别从理性的二维、三维和色彩的不同角度去
研究造型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征，研究平面的、空间的、色彩的组合和构成方式。
由于整个构成理论倡导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创新意识，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普遍的指导意义，因
此，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目前正被国内各高等艺术院校作为设计基础广泛地应用于设计的
基础教学之中。
　　平面构成与平面性质的各种艺术设计具有抽象与具体的对应关系。
平面构成是对二维平面设计、三维空间设计中的平面布置及一切具有二维特征的设计的抽象，它不具
体地进行诸如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等某一专业性的设计，而仅仅是一种抽象的
、理性化的具有平面性质的设计。
因此，平面构成对具体的平面设计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它从审美的角度对平面的结构、布局、形态
的变化及形态的组合等形式因素进行抽象的、创造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设计，按照视觉语言的规律对各
种视觉因素进行组织、结构，从而达到启发思维、提高审美能力和培养创造力的目的，为将来进行具
体的平面设计作视觉、审美和技法上的准备。
 　　色彩构成从理性的角度和色彩美学、色彩心理学的高度为各种专业的艺术设计提供色彩设计的理
论依据和理论指导。
在设计中，由于艺术设计最终都以不同的色彩形式表现出来，而色彩最能引起人们的视觉心理反应，
色彩效果具有最强的视觉冲击力，因此，色彩构成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从平面的包装、广告设计到立体的室内外空间设计；从服装设计到产品的造型设计等，色彩构成都是
十分重要的设计基础。
离开了符合审美需求和实用功能的色彩设计，任何一种专业设计都将陷入失败的境地。
.. 　　构成理论从二维的、三维的、色彩的、视觉的、心理的不同角度为艺术设计提供理论上的研究
和支持，从视觉元素自身的结构和组织上寻求各种可能的设计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整个色
彩设计的基础理论，为培养创新意识、培养全方位的设计思维方式提供了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
 　　本书分为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两大部分，分别就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基本理论、构成形式及其
构成方法，从教材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等方面就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思维方式和构成方法进行了详细
论述，以期在设计基础教学中起到应有的理论和实际应用的指导作用。
 　　本书平面构成部分由王力强老师编写，色彩构成部分由文红老师编写。
 　　本书作为教材，不可避免地参考了相关学者的研究论著，以及采用了同行与学生的作品。
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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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省部级精品课教材·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丛书·平面：色彩构成（第2版）》分为平面构成
和色彩构成两大部分，分别就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基本理论、构成形式及其构成方法，从教材的理
论性和实用性等方面就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思维方式和构成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以期在设计基础
教学中起到应有的理论和实际应用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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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 平面构成理论的出发点　　2.1.1 追求数理逻辑在视觉上的形式美　　平面构成理论打破了传
统的以图案教学为基础的设计基础教学模式。
在美学价值、设计理念、设计的思维方式、设计的表现手法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设计基础新的教学模式
。
传统图案的描摹学习和以实物为基础的写生变化都是具体化、具象化的设计思维方式，而平面构成应
用的却是抽象的设计思维方式，是一种建立在新的设计理念之上，追求数理逻辑形式美、秩序美和序
列感的理性思维方式。
例如渐变、推移、特异、黄金分割等构成形式都是数列、几何形式的形象化表现，而重叠、透叠等形
式又是布尔运算形式美的表现。
在一定程度上，平面构成的表现形式是以图形和视觉的方式来表现数理的某些基本概念的形式美，用
严谨的、理智的、量化的、规律性的方式体现视觉上的数理审美关系，由于采用与写生变化不同的思
维方式，平面构成可以抛开具体形象对视觉创造的局限，可以专注于设计形式和设计语言自身的研究
和探讨。
构成主义的先驱蒙德里安认为，图形最彻底的单纯化是降低视觉的吸引力，把单元之间的组织、布局
关系突出出来，人们的视觉思维就可以全部投入到画面的组织、结构关系中来。
康定斯基认为，图形与色彩是否成为某个物象，是否具有可辨认的自然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与
色在平面上的组织结构关系。
　　2.1 .2强调理性图形自身的形式美　　由于平面构成理论基于视觉审美原理和数理所体现的审美原
理，表达的是一种严谨性、规律性和秩序性的美，因此，一向被认为是纯感性的、强调个性感觉的视
觉语言在构成中有了理性的、规律性的分析，有了所谓突发灵感以外的设计构思的必然，从而减少了
设计构思时的很多不确定性。
在构成理论的界定下，我们可以理智地应用视觉语言、应用构成平面的规律去进行视觉设计和视觉创
造，可以在平面及其形态构成的形式、形状、大小、位置及虚实等构成因素上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
以设计的规律性来指导具体的平面设计。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对于艺术设计而言，无论是学习传统的图案设计，还是现代的构成理论都是
为实现设计目的而采用的手段，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方法和技法都是可以应用的，思维应该是多元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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