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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成（Structure），在设计领域，指将一定的形态元素，按照视觉规律、力学原理、心理特性、
审美法则等进行的创造性的组合。
　　1919年，包豪斯设计学院在格罗皮乌斯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口号下，努力寻求和探索新
的造型方法和理念，对点、线、面、体等抽象元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在形、色、质等造型方
法上不断寻求符合时代的技术与美的标准。
　　中国的“形态构成”理论一直以来被“包豪斯”（Bauhaus）设计思想所笼罩，我们似乎从一开始
谈论的便是国际化视觉语言，本土的、历史的设计精神离我们的年轻一代越行越远。
从异象纷呈的动漫设计到“简欧”风格的室内装饰设计，每一寸每一分都体现着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忘
记。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设计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把视觉传达和设计视为未来中国经
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可是，我们没有首先检视自己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设计史和设计文化，因为我们误以为，可以凭借美
国或欧洲的样板去解决中国的设计问题。
对德国人而言，包豪斯和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所代表的只不过是90年前的最高水准
。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设计所需要的，却是不断地创新，不断地产生出新的“包豪斯”，因为我们每天都
应自我革新，不断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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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式形态构成》六个章节，分别讲述了远古图形、抽象形态、视觉的语言、汉字构成、创新
思维、视觉的时空，阐述了“中国式形态构成”的博大精深。
以此让读者们了解：事实上，设计并非20世纪的一项创举或发明，而且根本就不是在欧洲产生的，而
是恰好产生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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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彩陶中的中国式形态构成 形态构成包括平面（图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
与空间构成三大部分。
其中，平面（图形）构成要素有：基本要素（形、色、肌理）、条件因素（数量、方位、大小）、关
系要素（运动、意义、情感）。
 在彩陶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平面图形的基本要素——不同状态的点、线、面，它是人为的形态，是早
期人类造型活动的历史印迹。
 1.点 点是造型的起点和出发，线和面则是点的延展和扩大。
在早期彩陶图形中，点的作用是突出的。
点在彩陶图形中起着定位、过渡、衔扣、缀连、汇聚的作用。
 （1）定位点。
 如图1—55中，邳县大墩子的一件未完工的彩陶上，只画着等距交错的定位点，按照陶器横截面的外
周长决定点的个数：在最饱满的鼓腹处水平标注等距离的定位点，然后根据彩陶突变的上下收缩程度
，在腹上与腹下平行周长线上按等比数列2：1的标准再进行定位。
这样，图形的骨架就完成了，在骨架上再进行直线或曲线的连接或迂回，即可变换出多种图式。
 马家窑类型彩陶盆内的图形，以中心圆和盆周的等距三圆作定位点，将各点连接成主要结构线，设辅
助定位点，再连成辅助结构线，以此构成主次分明而元素统一的图形。
 （2）过渡点。
 点在成组的花纹之间可起到消除差别，自然过渡的作用。
如半坡类型在有的彩陶钵、碗上的几组几何形花纹中间画上一圆点，点压住了大块空白的落寞，与周
围的弧线产生弯度一致的张力，加上相同色彩的连贯统一，点将分开的各组花纹拉住，使各组花纹得
以有承连。
 （3）衔扣点。
 点在彩陶图形中还起着纽扣的作用。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盆内有将两组图形以点扣连的独特处理手法，如临夏北塬出土的彩陶盆内的图形是
由盆中心的同心圆线纹和盆边的与同心圆反向的复道弧线纹这两大部分组成，但在两部分花纹之间的
空隙中，等距地缀以三个圆点，就像三个纽扣，把这两部分扣连在一起。
 （4）缀连点。
 以点平移地把图形各部分连接起来。
如庙底沟类型彩陶碗中，用点将各部分花纹连接成二方连续图案。
 （5）汇聚点。
 点在视觉上起着聚集注意的作用，特别是在大片的空白处，点就是聚焦点。
如东乡林家出土的一件彩陶钵内绘着“十”字线纹，又在“十”字中心的垂直交叉处的四个空间中，
各填一圆点，向内汇聚，使垂直的“十”字纹显得紧凑而生动。
 可见，作为最简洁的形态的点也总是传达着什么，点的表现力体现在它极有限的面积和含有无限想象
力的外形上。
此外，点在装饰图形中能起到某种稳定图式、造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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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式形态构成》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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