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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造学院精英　　当我们讲“打造中国学院的精英”之时，并不是要将学院的艺术青年培养成西
方样式的翻版，培养成为少数人服务的文化贵族，培养成对中国的文化现实视而不见、与中国民众以
及本土生活相脱节的一类。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中国学院的精英性。
一个真正的中国学院必须牢牢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一个真正的学院精英必须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和主体意识。
　　当今时代，跨文化境域正深刻地叠合而成我们生存的文化背景，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深刻地影响
着如今的文化生态，城市化进程深刻地提出多种类型和多种关怀指向的文化命题，市场化环境带来文
化体制和身份的深刻变革，所有这一切都包裹着新时代新需求的沉甸甸的胎衣，孕育着当代视觉文化
的深刻转向。
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科专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美术学学科内部来讲，传统艺术形态的专业研究方向在持续的文化热潮中，重温深厚宏博的画论和
诗学传统，一方面提出重建中国画学与书学的使命方向，另一方面以观看的存疑和诘问来追寻绘画的
直观建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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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阿尔贝蒂等人的贡献，构图理论开始从中世纪的口诀、秘仪中脱颖而出，绘画确
立了系统性原则和批评标准。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重新梳理了古代艺术文献，对比例、和谐等古典理论作了详尽的阐释。
此外，阿尔贝蒂等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大师还发展出了新的制图、构图方法，将复杂的形式因素和精巧
的错觉主义手法融为一体，直接影响了此后四百余年欧洲视觉艺术史的进程。
　　本书讨论的重点即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构图理论和相应的制图技术。
作者以较大篇幅对构图的概念进行了清理，详论构图从技术问题上升到一般性理论问题的历史过程，
并分析了其背后的观念史和学术史驱动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透视法是西方构图术的历史转折点。
在不同时代，各种“现代”构图方案虽然不断涌现，但它们均未对透视法进行根本性挑战，而是对它
进行丰富和补充，进而构建了一幢无比精巧的“错觉主义”大厦。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绘画秩序与创意的发现却主要归功于现代艺术史学的发展。
对“秩序与创意”的揭示，更近于一种知识“再创造”过程，由于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得以对艺术
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才能看到更多的隐而未发的秘密。
作者即借用西方现代艺术史学的基本见解，对秩序感和创造欲在绘画构图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
讨论。
　　中西构图理论、构图方法比较是很多学者、艺术家都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从思维方式上讲，二者的区别可能体现在一般原则和分类框架等问题上的本质差异。
“六法”可被视为传统画论中的一般原则，“经营位置”可被视为传统绘画构图的基本要求，但这些
原则、要求似乎并未以抽象形态系统地存在。
论文第四章即以“经营位置”和“composition”的比较为例，对东西方构图原则和方法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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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炯，1971年出生。
2005年毕业于中自美术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新美术》编辑。

　　近年出版的著作有《欧洲视觉艺术史》、《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译著，合作）。
发表的论文有：《绘画秩序和古典特征》、《构图与透视学》、《构图观念小史》、《经营位置
和Composition的对译：词语背后的观看方式》、《入画的原则和新疆风景画的三个特征》；译文有《
艺术创作的环境》、《马瑟韦尔的抽象艺术与中国艺术观念》、《穆尔：作品鉴定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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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绘画秩序与创意　　人能够在有边界的形状之内进行构图，绝非出于偶然，建立秩序可能
一直是人类大脑的特殊能力之一。
自然界存在着秩序，在树上的年轮里、在节结上、在皮层上、在成行的小点上都展示着成长的痕迹。
在大自然的示范下，人类也装饰着他们的身体、衣服、工具与居所。
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一书中对自然界何以产生秩序的回答是：自然秩序产生的前提是物理法则要能
够在没有相互干扰的孤立的系统中起作用。
艺术作品的边界大概也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没有干扰的系统产生于自然的连续性和重复性，与人类心
灵计算和测量所得出的死板僵化的秩序并不一致，’它呈现出更为宽松的规则，与用尺规制作出来的
东西相比更具有“如画”的特性。
在　　妙的丰富性上，人类与自然的艺术形式相竞争的企图从未完全成功过。
当你认识到决没有两个人有同样的指纹——即相同的皮肤纹理时，就会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丰富性。
个性比类型更如画，偏爱秩序的人类心灵往往寻求法则和规律的庇护。
　　人类制作和勾画各种简单结构而不顾及这些简单结构指的是自然界里的什么，这就是人类运用秩
序感的方式。
使物秩序化，这种能力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脑缘何敏感于平构性，乃至会觉得混乱也是一种秩序？
知觉研究对此一向很成兴趣，它始终是人了解自己、探究人性的一个侧面。
　　12世纪的人认为，自然的秩序要求人的主宰，人要求造物的主宰。
只有当人使自然服务于自己时，人与自然的对抗才算结束；宇宙中，物质只是因为人才具有了重要性
。
因为人居住在地球上，所以太阳、月亮和其他星球，都是注定为地球服务的，除此没有别的用处。
所谓地球中心说之所以能够居统治地位，不能动摇，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上帝的宇宙秩序。
当人们只关注信仰、灵魂、精神的时候，他们当然只肯定人超越自然、高于自然的那一面。
但是，现实的需要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同一与平等。
中世纪早期的情况正是这样。
而对透视法的掌握和对人体的表现毁灭了中世纪传统的某些宝贵之处，必须用精心筹划的构图和有意
识的和谐色彩等新的解决手法予以补偿。
12世纪，人们开始产生了人既是上帝的影像，又是物质世界的影像的看法，并且复活了“人是一个小
宇宙”这一古老的命题，出现了建立大小两个宇宙的企图。
小宇宙指人体。
有人认为，如同大宇宙（自然）一样，人是由土、水、火、空气四种元素造成的。
在创造人之时，这四种元素在人的躯体的高级结构中的位置分配，并不改变它们本原的物理特征和运
行过程。
当时的一位神学家说：“造人时，造躯体所用的物质自何而来？
来自这四种元素。
正因如此，人就称为一个小宇宙，即一较小之世界。
因为，从泥土他得到肉，从水他得到血，从空气他得到呼吸，从火他得到热。
”人在物质秉性上同大宇宙的相似性，进而被推广到人与宇宙在其他方面的相似性。
占星术医学就以此相似性为依托。
比如，右眼同太阳相似，左眼同月亮相似，等等。
人既然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他就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这也是人与自然的平等性的一个表现。
大宇宙与小宇宙都受相同的数学、物理法则支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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