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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专门为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准备的书籍，它将与你一起体会“如何用艺术设计的眼光看世界
”。
在艺术设计学院注册了的每一位学生，都将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
无论你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阅历，都要逐渐习惯于“用专业的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
这种特殊的视觉习惯，将使你显得与众不同。
因为，你能从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新的内容。
这种“擅于发现”的能力，正是“艺术”的能力所在。
这种能力不是天生就有的，它需要培养，需要训练。
于是，你在进入艺术设计学院的头两年里，将会经历一个持久的“视觉训练”过程。
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它超越专业、超越学期。
也超越了课堂。
在这个过程中，你将要完成2500张“速写”——每个月。
班上的“速写助理”分两次向你收取“速写”习作，每次提交50张。
寒暑假里也会有相应的“作业”。
每年，你将接受一次“年考”，学院将会依照你的水平，决定你是否具有“免考资格”。
当然了，每年的十月，我们会举办优秀习作颁奖大会，一等奖2000元。
奖金由著名设计公司提供。
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作“视觉训练基础”课程。
这门课程的意义和作用。
在书中的“十封信”里有所表述。
这十封信散落在书中的各个地方，在进入这个“漫长”的课程之前，读一读这些信件还是蛮有帮助的
。
当你在书中寻找这些信件的时候，你已经把这本“教材”浏览了一遍。
在浏览的过程中，你将看到你的学长们的习作。
你会看到他们是如何将“很不起眼”的对象表达得生动有趣、精彩纷呈的。
在每一张“写生”习作里。
都包含着他们的思维和创意，你会看到这门“视觉训练基础”课程是如何让人们的视觉变得敏锐起来
的：眼睛将“对象”中最为主要、最为本质的部分提取了出来，而且还让它们“看上去很美”，这种
“化一般为神奇”的能力，是你的手指、眼睛和心灵共同参与的结果。
一开始，也许你的手指并不听你的“使唤”，为此，你也许会有些焦急。
别在意，这都是很正常的。
当你为自己的手指“不听话”而“郁闷”的时候，我们要恭喜你了：它预示着你在这方面要有所长进
了。
这种“长进”带给你的收获，将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你大可不必按照书中的顺序开始你的练习。
你可以从你最感兴趣的部分着手。
本书是按照“题材的类别”编辑的，它只是想告诉你。
身边的一切都会成为你练习的“对象”。
正像人们常说的，即使在一间很普通的房间里，起码有着上千的“内容”供你练习，随着你的视觉的
敏锐、思维的变化，它们的数目还会更多。
书中的图例只是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们相信你会为它添加更加精彩、更为新颖的内容。
当本书再版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你的作品。
别着急，慢慢来，跟着课程走。
你一定会大有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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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速写到草图：视觉训练基础》主要从视觉的意义、构图意识、工具与形式、写生、从线到面
、静物速写、交通工具速写、街景速写、人物速写、想象速写、设计草图等方面对等视觉艺术进行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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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视觉的意义2.视觉中的第一层思维——构图意识3.视觉的探索：工具与形式4.视觉的寻找与发现：写
生5.视觉的感受样式：从线到面6.无所不在的视觉对象：静物速写7.视线的游走：交通工具速写8.视觉
的延伸：街景速写9.生命的表现与归纳——植物速写10.直视美丽——人物速写11.学生们的体会12.视觉
的创造：想象速写13.视觉的思维形式：设计草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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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封信如果说，画速写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手头表达”能力。
那么，你会把它列入“练手”的范畴。
对，但也不全对。
实际上，  “速写”练的不光是手，更是眼。
首先，你面临的问题是：画什么？
我们说，就画你看到的一切。
但这句话未必就能引起你的兴趣。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寻找“具有新奇感的对象”。
人们对身边的日常的环境麻木了，甚至多少有些讨厌它们。
对于“非艺术设计专业”的人而言，这倒是个挺正常的现象。
但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个习惯就让人觉得很悲凉了。
我们说，要学会“用创意的眼光看世界”，是让你学会一种非常的本领：从一般的、司空见惯的对象
中看出点“内容”来。
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些东西是再平常不过了，宿舍里的鞋子乱糟糟地摆在那里，桌子上的杂物堆在一
起，它们也许只是你“懒得收拾”的一种心理写照，一点都不好看。
想一想，我们身边的沉闷感。
不就是由这些“一点也不好看”的东西构成的么？
于是就寄希望于“有一个能让你兴奋起来的环境”。
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
能让你兴奋的环境，一般都是需要花钱购买的。
比如壮美的名山大川，比如古朴的大镇小城。
它们一定离你很远（就因为远。
才会形成你的“新奇感”）。
你总不能指望着靠它来唤起你的兴趣。
要想突破这样的局限，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让你身边的日常杂境显出光彩来。
  “用创意的眼光看世界”是要求你能从平凡中看出创意来，而不是靠“有创意的对象”唤起你的仓U
意。
这就要靠你自己了。
你要努力地学会从身边的环境里找出“入画”的内容。
眼睛不是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可能会让你的眼睛敏感一些，但也就是灵敏些罢了。
一切来得太容易了：只要轻轻地按一下。
所有的景色都被它“收录”了。
也正是来得太容易，你会发现被它收录的东西越来越多，多得你都找不到它了。
我见过太多的人无法找到那些照片的去处。
找不到拍过的素材还是小事，真正的问题是：被这些“轻轻一按”所惯出来的毛病——视觉的懒散。
这才是最深刻的威胁。
用笔和纸，把你选择的东西（或对象）徒手勾勒出来。
肯定比数码相机费事多了。
数码相机再“笨”，也能将对象照搬过来。
徒手勾勒就不一样了，它需要你一笔一笔地描画。
缺少训练的人。
会把对象画得很难看，这种“难看的效果”多少会给你造成沉重的打击。
手指不听你的使唤，这是一件足够让你沮丧的事情了。
被这种沮丧感吓退的人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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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清了。
但是，翻阅一下这本教材里的图例。
你会发现，也有“数不清”的学生，在与沮丧感的抗争中，逐渐地让手指变得“灵巧”起来。
练得多了，手指自然会灵巧起来。
让手指灵巧起来并不是这本教材的目的。
它最感兴趣的，是来自你的视觉的反应。
眼睛看东西应该是有选择的。
一些东西为什么会引起你的兴趣，这里有心理学的原因。
在这里，不想和你讨论太多的心理学的内容。
我们只是对“如何在一般的东西里找到令人感动的内容”感兴趣。
无论你是学“纯艺术”的，还是学“艺术设计”的，都要面对此类的训练，用“老话”讲，这是一项
意义重大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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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好几年前，人们对学生的“造型能力”愈加感到担忧。
越来越多的专业学生无法顺畅、准确、优美地把自己的设计想法“徒手勾勒”出来。
教师们普遍认为。
这是越来越多的学生。
在高考的最后时刻  “冒险一跳”的结果：那些聪明的孩子们，在各类高考补习班里突击“背临”几
个头像、几种姿势、几个画面，然后，凭借着一些勇气、一些冲劲，还有一些运气，真的就冲进了艺
术设计院校。
这样的学生使许多教师始料未及。
一些教师似乎还徜徉在过去的  “好时光”里，他们仍然相信，这些生龙活虎的孩子，会像他们一样
，是凭着自己的真兴致，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了。
当这些孩子“徒手勾勒”些什么的时候，一些“画面”简直把教师吓了一跳。
几乎有一半的学生，画出来的速写“不成样子”，既没有构图意识，也缺乏基本的造型能力，甚至连
起码的审美意识也没有。
最让人难受的是，一些学生似乎没有～点“视觉标准”，  “这样的速写”居然也能坦荡荡地拿出来
交到教师手里。
  “要在过去，人们会偷偷地把这些速写撕了，到没人的地方把它扔了”，可现在，他们似乎并没把
“不堪入目”的画面当回事。
于是，各种牢骚出现了。
人们将这种局面归根于“扩招”，归根于  “社会风气”，归根于“中学的教育模式”，归根于课时
太少，归根于学习风气，归根于一些学生缺乏学艺术设计的天赋，等等。
然而，牢骚归牢骚。
总要想个什么办法，来扭转这个“局面”。
于是，大约在2006年前后，启动了“课外速写”课程。
这个“课程”是由一种“制度”支撑的。
是制度，总要有些“强制性”。
哪怕～丁点的强制性，也会让今天的孩子们心情不悦，牢骚满腹。
一些学生理直气壮地问：我们是学设计的，凭什么非让我们画速写？
为什么不让我们凭着自己的兴趣画？
为什么不给我们多一些速写课程？
为什么没有教材？
等等。
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热衷于讨论“能不能不叫速写”之类的“概念问题”。
速写是绘画专业的术语，艺术设计应该叫“快速图形表达”，叫“2D草图”等等。
不管叫什么，总要设法让孩子们具备那两个基本能力：1.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快速（或流畅）、准确
、优美地勾勒出来；2.为了前一个目的，要具备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快速（或流畅）、准确、优美”
地勾勒出来的能力。
这是艺术设计最起码的专业素质。
也是硬道理。
一晃，三年过去了。
这个所谓的课程开始得到学生们的理解了。
去问问“大三”的学生，他们对这个过程的理解，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本教材。
是为了满足学生们的强烈要求而编写的。
其中所阐述的一些问题，也是回答几年来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的。
它是在几年的  “课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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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写得有些仓促。
一些内容还有待填补（如“速写日记”等），一些问题还没有更深的论述。
相信随着课程的继续深入，随着这本教材的再版，这门课程会有声有色地、精彩无限地、持续不断地
开展下去。
其实，课程本身是次要的，重要的是。
要让我们的学生真正具备那两个“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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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速写到草图:视觉训练基础》由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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