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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造型基础课程是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1999年以后开始在教学上实施的

新课程，在此之前，我系的专业课程基本上是具象写实课程。具象写实课程

在长期的教学实施过程中，已经成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立系之本和主干课

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使教学进一步地向前发展，配合主干课程，以外籍

教师为先导，结合我系长期以来的教学传统，在教学上经过几年的实验，逐步

完善了抽象造型的基础课程,并将该课程与具象写实基础课程共同确定为本科

生低年级的基础课程。学生在考前或者入学后首先接触并学习了具象写实基础

课的教学范畴。为使学生尽快进入新课程的学习状态，在学习抽象造型基础课

之前，将在课程中贯穿始终的四个基本观念阐述如下：

    一、具象与抽象

    在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具象与抽象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在具象作品中往

往包含着抽象的因素，具象作品中有很多作者的主观意图，时常是通过抽象

的意念或符号传达给欣赏者。在抽象作品中存在着具象的意识，抽象作品的来

源、符号和形式脱离不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具体物象的分析和物象对于人们意

识的影响。就本书中的“平衡”问题而言：在具象作品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平衡”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人失去重心，也就意味着对于平衡的失

去，当人们在摆放物体的过程中失去平衡，就意味着操作过程的失败。抽象作

品中的平衡问题仍然延续着人们对于具象作品中的某些审美取向。往往很多抽

象作品与具象作品一样，向欣赏者展示着平衡所带来的美感。我们在本书中将

具象作品中的“抽象问题”和抽象作品中的“具象因素”作为同一问题加以阐

述。学生应该明白事物都存在着自身的两面性，我们要“知其所以然”，就必

须对同一事物进行逆向分析，从作品给你的表象中分析出它潜在的道理和艺术

家在创作中的“潜台词”。

    二、生活与艺术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学生们很熟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老师们要求学生深入工、农、兵生活，去画生活速写，寻找创作的题材。在本

教材中我们同样要求和引导学生“深入生活”，将生活当成艺术创作的源泉，

当成你永远学不完的教科书和老师。很多前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

成功都与其对生活的重视相关联。因为书本上的知识与生活中的知识相比往往

是简单的，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永远没有尽头。另外，书本上的作品往往

是别人的成果，或者说是别人已经获得了“专利”。而生活中提供给你的，如

果你去发现往往属于你自己。要学会在生活中淘金，在生活中发现美的形式，

在生活中寻觅创作的灵感。抽象作品中的抽象因素来源于生活本身，生活中的

视觉习惯在人们长期的运用中渐渐成为人们的审美经验，而这些审美经验不断

地演变成我们现已成为定式的抽象因素。同样，对于抽象语言的创新还需要我

序



们不断地“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发现我们所需要的艺术营养。我们也将学生

对于生活的感知能力作为一种基础加以训练。

    三、视觉与物理

    物理是事物内在的规律，事物的道理。在初中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学习过物

理，但那时学习的物理与艺术毫无关联。如今我们将物理中所阐述的事物内在

的规律和道理，通过视觉形式加以表现，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视觉物理”，

视觉物理—通过视觉表现事物内在的规律。例如“力”在二维或三维的艺术作

品中，艺术家通过“力”来表现他们的主观意图。在具象作品中这种“力”的

表现是潜在的，而在抽象作品中，这种“力”的表现是直接的。我们在具象作

品中所感受到的视觉效果往往是艺术家潜心设计的结果，艺术家将“力”暗藏

在具象作品之中，让我们在欣赏具象作品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作者的主观意图。

在抽象作品中艺术家直接运用“力”来表现他们的主观意图。我们可以发现这

些视觉上的感受，往往与我们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同出一辙。

    四、审美与形式

    审美上的疲劳带来人们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追求。当你购买了一辆新车的

时候，你往往是出于对于所购买的新车的欣赏。也可以说，除了满足车辆的

机械性能之外，新车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你的审美需求。而当驾驶了一段时间

以后，你的视觉已经习惯了对这辆车的审美，就会在新产生的车中，找到你更

喜欢的车型，以满足新的审美需求。艺术也是一样，艺术的发展史，也是艺术

形式的发展史，在一种艺术的形式开始被人们认可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人们对

新的艺术形式寻觅的开始。学生应该不断地在自己的学习中学会发现新的形式

和新的艺术语言。在艺术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对于艺术形式的创新也不会有尽

头，欣赏者对于艺术形式的审美需求，也会在对于当下艺术不断产生的审美疲

劳的同时，不断渴求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

    无论是在具象写实基础中，还是在抽象造型基础中，我们首先要求学生在

学习思维状态上的“正确”性，因此，学生作业上的思维状态训练也就成为了

双重基础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学生在思维观念上的转变，是学生走向成功的

开始，是学习成功的思想源泉。

△本书中的学生作品为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现实施的课堂作业

△本书未注明指导教师的学生作品，著者为指导教师或为主要指导教师

△生活教学图片为著者在生活中所拍摄

△感谢本书编著过程中辛勤工作的我的同事和学生们



第二版序

    现代主义是世界艺术史上辉煌的一页，今天它仍然与古典主义美术一样对于我们产生着影响。在中国

改革开放之前，所倡导的单一的、古典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排斥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学习和

研究，以至于我们不能从现代主义中吸取营养，使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从对于古典主义的学习直接

跨越到现代主义之后。

    今天虽然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在新的美术思潮不断冲击着我们思维的同时，现代主义理论和实践

的价值应该同样引起我们重视。现代主义系统的、科学的艺术创作方式符合美术学院的教学规律，今天的

中国学院美术教育应该将现代主义做为一种基础课程纳入教学。现代主义中关于抽象造型的相关理论和实

践是精华所在，本书根据中国美术教育所具有的具象写实优势，将具象写实基础作为学习抽象造型基础的

引导，从而步入对于抽象造型基础的学习。

2007年于香格蔚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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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基础》出版已经五年了，今天坐下来重新修订这本书，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陌生的是

以往的学习和教学经历已经成为回忆，它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足迹,在今日国学热的前提下，它好像离我很

远。毕竟西方古典雕塑和西方现代主义是一个舶来的东西，它不来源于中国，是别人的东西,但它是我们必

须学习好的一门学问。熟悉的是我从1978年在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读本科学习西方古典主义雕塑开始，到

今天西方现代主义在教学中实施为止，《双重基础》记录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学历程，也记录了我

自己的学习旅程。

    说“双重基础”是美术学院雕塑专业的基础课是准确的。具象写实基础和抽象造型基础是学生在美术

学院学习应该掌握的两个基础。也可以说学生首先要掌握模写自然、表现自然的能力，这是我们说的具象

写实基础。培养学生自身的造型能力和创造能力，这是我们说的抽象造型基础。

      

    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具象写实基础课有三个特点：一、对待作业整体的观察方法和思维方式；二、

作业中解剖结构服从于形体结构的表现方法；三、抽象思维方式在具象写实作业中的运用。抽象造型基础

培养了学生在具象作业中的抽象思维方式，具象写实基础对于造型能力的培养，也成为了抽象造型中的基

础，因此，双重基础相互贯通，互为补充。

      

    这套书能第三次再版，应该感谢为艺术而不懈努力的学生们，如果你们能够在读这本书中增长一点点

的知识，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霍波洋2011年春于三好街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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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基础－抽象造型基础

第一阶

抽象的引导

    在具象写实基础课程中，主要是对于“模特”的观察与表现，是从模特（客体）—学生（主体）—作

业（新客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所产生的作业（新客体）的表现方式要求不脱离客观对象，也就

是说学生在头脑中考虑的是如何相似于模特，在变化万千的模特中去学习自然、表现自然。

    抽象引导课是学生从学习具象写实基础到学习抽象基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课程，也是将学生从具象

到具体事物的思维方式，引导到从具体事物中抽离精神因素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引导性课

程。

    抽象引导课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对于我们以往具象写实基础的提高有一定帮助，抽象引导课

的学习使我们在塑造具象的模特时，能够看到复杂的客观事物中最本质的人体形式或构成因素；另一方

面，它引导我们从而步入抽象造型基础的学习状态中。

    在具象写实基础的学习中，通过对于具体“模特”的研究，掌握了基本造型语言，学习到表现客观对

象的基本方法。在抽象引导课中同样以“模特”为教材，但是该课程强调在表现客观对象的同时，注重抽

象理念的学习和表现，注重来源客观对象的主观意图的运用。在以下的授课中运用的是具象范例，但重点

讲解了具象写实作品中的抽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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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质 长 290cm 高 242cm 现江苏省丹阳县胡桥乡仙塘

    南朝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麒麟中，运用强烈的“S”线，加强了作品的动感和力量感。

石灰岩 高 305cm 长 345cm

陕西咸阳陈家村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

    唐代雄狮（唐武周天授年间）中，归纳了表现对象中的细节，使作品更趋向“方”体，加强了作品的

体积感和力量感。

第一单元

具象与抽象

   

    具象作品表现作者的主观意图，其主要是通过作品中的具体形象来表现，很多具象作品也通过抽象因

素来加强形象的表现力量，帮助作者主观意图的实施。

    我们的作业采用具象的表现形式，运用抽象的思维方式，根据客观对象所提供的抽象因素加以主观地

表现。

    从表象上看它是写实性作品，但是在其表象的内部蕴藏着抽象的精神与力量，实际上我们运用了人们

习惯的视觉符号加强了作品的冲击力，更准确地表达了客观对象，也可以说更正确地表现了作者来源与客

观对象所形成的主观意图。

    教学要求：

    １．理解抽象与具象的相互转换关系。

    ２．理解具象雕塑中抽象精神构成的潜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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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基础－抽象造型基础

安东尼·布德尔《大力神赫克利斯》   亨利·摩尔《射手》

    布德尔的作品《大力神赫克利斯》和亨利·摩尔的作品《射手》，在它们的内部结构上具有共同之

处，即对于形体抽象精神及趋向性的提取。（图文袁佳  本科五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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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的方尖碑作为抽象作品，表现的是向上、男性以及对于宇宙的崇拜(图1）。柬埔寨吴哥窟中的石

兽同样为陵墓雕塑，但它作为具象雕塑同样在作品内部包含着方尖碑的抽象因素，作品中的向上、男性以

及对于宇宙的崇拜之感，同样包含在具象作品之中（图2）。

（图2)（图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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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基础－抽象造型基础

  我们所熟悉的弓箭因素包含在作品之中。       

D i c o b o l u s , t h e  D i s c u s - T h r o w e r , c o p  a f t e r  a 
bronze original by Myron, 
c .450 b.C. bronze, h: 155 cm.
glyptothel, Munich.
《掷铁饼者》铜 高155cm    

公元450年由米隆复制    

慕尼黑雕塑博物馆

Dicobolus,copy after a Greek original 
by Myron around 450 B.C.
Marble,
h: 148 cm.
Museo Nazionale romano, rome
《掷铁饼者》大理石 高148cm    

公元450年由米隆按希腊原作复制    

罗马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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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约尔的作品中所运用的水平线，是作

品《大气》所表现出的飘动、轻盈与广阔的

主要语言。

Architcture  Marble  152cm  high 1565 Fcorence
《建筑》大理石 高152cm 1565 佛罗伦萨 ▲

  作品中从头顶至颈部、手臂所贯穿的直线(B,A)，

使颈部有一种坚挺的力量。

L’air  Bronze 133×255×85cm 1938  Aristide Maillol 《大气》青铜 133×255×85cm 1938 阿里斯蒂德·马约尔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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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基础－抽象造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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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man Bronze 
34cm high 1877-1900 Auguste rodin

《行走的人》铜 高34cm 1877-1900 奥古斯特·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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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基础－抽象造型基础

A.B线段相交与C点构成了力的支架形式。 A线段的力支撑着B线段,B线段支撑着C线段。

L’Action
bronze h214cm 1905 

Aristide Maillol
《被束缚的行动》铜 高214cm 

1905 阿主斯蒂德·马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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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与曲线构成了恬静感。

Hera of Samos 
Mid-6th Century bc Musee du 
Louvre Pairs
《萨莫斯》大理石 

公元前6世纪 巴黎卢浮宫

   作品对于“方”的处理与人物
品格相一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