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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

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进行“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自此，中国的经济和

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融合越

来越密切，也由此拉开了中国设计教育与设计

实践发展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初期，在“文革”中备受打击的

传统工艺美术迎来了一个恢复伤痛的良机，它

作为出口换取外汇的主流产业，正处于方兴未

艾的上升发展通道。而在教育领域，庞薰琹、

雷圭元、张仃、田自秉、王家树和张道一等前

辈也在努力构建传统工艺美术教育赖以依存的

学科基础。但是，时代已然巨变，面对新的形势，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条件和现实需求也产生了

深刻的变化，“如何适应人民群众现代生活需要、

如何在工艺美术领域中使美术和科学更紧密地

结合起来”成为传统工艺美术面临的新课题和

新挑战。

 

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工艺美术的现代化转

型的呼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

程。这种转型观念的发生不仅源自于现代生活

的内在需求，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想促发的结

果。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中国面

向世界开放，西方设计体系中的基础教育方法，

比如包豪斯的“三大构成”，通过香港和日本

等地引入中国，这种现代设计观念对中国传统

的工艺美术教育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此后

围绕西方现代设计观念和中华民族的传统图案

或纹样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设计教育系统的利

弊之争一直延续到了 21 世纪。但在当时，由于

客观条件所限，这种影响还只是停留在专业理

论层面和教育领域。

 

无疑，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正式进入全面

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举国上下求新

求变、创造力与激情迸发、人民群众真诚拥抱

现代化生活的年代。但与这种对于现代化的强

烈渴望不符的是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还处在初

级阶段，尚且没有催生充足的专业设计力量。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设计理论进入中国设计教

育领域之后，形成了理解何为“现代设计”和

如何进行“现代设计”实践的早期倾向。因此，

这个阶段的中国设计内在性地具有一种对于现

代化的想象。柳冠中、尹定邦、王明旨等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现代设

计”、推动工艺美术向现代设计的转型具有重

要的启示性意义。

“设计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包括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设计方式和文化结构在内的设计整

体的转型，它是设计体系的转变，是生活模式

的转型，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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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带来社会生产力和

生产方式层面的变革，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

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从而带动设计整体结构的

转变。虽然这种转变的步伐非常缓慢，但在不

久的将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产业经济的

2

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这种转型的节奏将会越

来越快，设计现代化的呼声成为社会现代化的

表征。

范迪安

2017 年 12 月 19 日 于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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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转型 1978~1992

风景点是自然风景区的精华、核心或古迹所

在，是其中特别值得逗留、浏览、凭吊的地方，

所以开辟风景首先需要在面上进行一番搜索，选

择观察景色的视点，更确切一点说，是选择观察

景色的诸视点。设若对象是一座山，从一个视点

看，看到的是它的一个面，从多个视点看，看到

的画面集合，是它的体量体态，那么对它才有“横

看成岭侧成峰”较深一步的印象。不管一个视点

也好，多个视点也好，这都是我在景外，可称作

景外视点。如果从一个视点扫视周圈，那么看到

的连续画面构成视点所在空间的视觉界面，这里

称为界面者当然包括天地二面在内，这是我在景

中，可称为景中视点。对于景的感受来说，可以

这样理解：景外视点是旁观，景中视点是身受。

严格说来，景外视点仍是在大一层的景中，不过

从风景美的角度来看，周圈之间只是对象一面含

有积极意义而已（图 1）。

试把多个景外视点串连成线，如果对象是三

座峰，那么随着导线上视点的移动而三者的几何

位置不断变化（图 2）。有个诗人曾写道：“安

得帆随湘势转，为君九面写衡山。”这时导线虽

然曲折，而视点则始终都在同一标高。设若导线

不是湘水，各个视点的标高也不同的话，那么衡

山诸峰此起彼伏，变化就更为强烈了。又如把景

中视点在同一环境中移动，那么这一空间的视觉

界面也不断有变化。以上情况都是渐变的动观效

果。只有从景外视点转移到景中视点，或从景中

视点转移到景外视点，尤其是从一景中视点转移

到另一环境的景中视点的时候，才会取得突变的

动观效果，峰回路转，别有洞天，“山重水复疑

组景刍议

冯纪忠

图 1

视点

起积极作用的景

不起积极作用的景

图 2

甲

甲

乙

乙

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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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这种情况。

 

譬如图 3有等长的两条线，估计甲较乙为好，

因为乙是由景外到景外，而甲则是景外经景中到

景外。图 4 也有等长的两条线，估计也是甲较乙

为好，因为乙是由景中到景中，而甲则是景中经

景外到景中，这是迂回取胜。又譬如图 5 有景中

到景中一条线，如果在其间设障物一道，这是运

用摒去不积极面的手法，人为地形成景外视点。

另一种办法是在线上设一院落（图 6A），这叫

作在景中人为地形成另一景中，效果都将加强。

试想如果上述院落代之以一圈空廊，则肯定是不

起作用的 ( 图 6B)，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许多新建

公园中不时见到的。

就一个景中视点来说，空间感受主要产生于

一个个印象集合而成的空间视觉界面。就一条导

游线来说，产生于互相联系的空间集合的总感受，

却不是简单地各个空间感受的总和，而是较总和

加深、扩大、提高了或者是减弱了。以上这些说

法是否过于强调动观的空间感受呢？或许有人会

问，欣赏一幅山水画，岂非平面？李白之对敬亭

山，岂非静观？能说感受不深吗？这个问题容易

解答。画非空间而能感人是通过艺术处理而勾起

回忆和遐想的结果。至于独坐看山似是静观，实

则众鸟有高飞到飞尽之际，孤云有未去与已去之

间，山随晦明变化，轮廓逐渐清晰，体势逐渐显露，

气质逐渐鲜明，步未移而景却在动，有个时空关

系，和看画是不同的。何况“水穷行到处，坐看

云起时”，静观其实是动观的组成部分，又往往

处于导线上的尽端或终点。

图 6A

图 6B

图 5

起积极作用的景

不起积极作用的景

图 3

甲

乙

图 4

乙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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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发。静观时，如果空

间感受变化的幅度不大，要取得一定的感受量，

是要有较长的时间的。静观等于是导线长度为零。

当动观的时候，假设总感受的量保持不变、导线

的长度也不变的话，那么空间感受变化的幅度越

大，则所需时间越短；换句话说，动的速度可以

越大。同此理，如果空间感受变化的幅度不变，

速度也不变，而无谓地把导线拉长的话，总感受

只会减弱。或者空间感受变化幅度不变，长度也

不变，而缩短时间的话，显然总感受也只会减弱。

所以苏州园林细腻的变化，匆匆地兜上一圈，是

绝不会取得冉冉缓步的感受的。又试想，一个盆

地，树木茂盛，本来要经过一大段盘山道路通到

另一个海拔较高的山谷，谷当中是碧绿的湖水，

沿湖郁郁苍苍的松林，如果在盆地和山谷之间开

凿一条短捷的隧道，那么两地景色迥异将会给人

以多么惊人的感受，这是缩短长度，从而扩大了

变化幅度的效果。与此相反，李白有句曰：“一

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没有度尽松

声哪得花明的喜悦，这是不可或缺的长度。今天，

人们有时好心肠地把汽车路直辟到景点的跟前，

反而有损于景点。这就是没有或不知道把保持和

扩大总感受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缘故。综上所

述，这个总感受量、导线长度、变化幅度、时间

或速度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给我们组景规划与

设计提供了一条微妙的线索，大家熟知的我国园

林的步移景异的手法，不过是这个道理最简单地

运用罢了。

既然组景的目标主要是有意识地通过空间感

受的变化取得一定的总感受，那么所谓空间感受

的变化、空间感受究竟有多少种呢？这一问题想

来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学宝库应该可以提供解答。

可是描写风景美，骚人墨客运用的辞藻实在太多

了，有些固然典雅，然而无从把握，有些确乎美妙，

奈何不可捉摸。这是因为写的多是情，如果不把

所以生情的空间感受转译出来，是难于在组景设

计中为我所用的。

我发现唐柳柳州说得极为精辟概括。他说：

“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可谓一语道破。

他还认为风景须得加工，先是下番伐刈抉疏的功

夫，才能“奇势迭出，浊清辨质，美恶异位，”

然后“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不可病其敞

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林藂石……不可病其邃

也。”这就是说要因势利导地进行加工，而所谓

势者，非旷即奥，不是非常明白的吗？

然后再把局部空间感受或者说把个别空间感

受贯穿起来，凡欲其显的则引之导之，凡欲其隐

的则避之蔽之，从而构成从大自然中精选、剪裁、

加工、点染出来的顿挫抑扬富有节奏的美好的段

落，这应该就是组景设计的基本内容。所以说，

总感受量之所以多于各个局部之和，是从何而来

的呢？就来自节奏，主要在于旷与奥的结合，即

在于空间的敞与邃的序列。由此看来，风景本身

是客观存在着的，然而它的美的效果，却有待我

们去发掘和创造。

既然经过有意识的组景，那么大家从中取得

的感受理应基本相同。事实却不尽然。由于各人

的性格、情绪、素养、好恶等等都有所不同，因

而在主观成分参与之下，美的感受就有差异。为

了唤起一定的共鸣，促进人们的所谓再创造，运

用了起着提示、指点、启发作用的匾对、题咏、

史话、传说，从而令人浮想联翩，这正是我国悠

久文化反映在风景名胜上的独特风采，是十分值

得珍惜的。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难道能把风景美感

的得来单纯归之于视觉，那岂不片面吗？对的，风

景中“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举凡花

香鸟语、泉声谷响、熏风清气等等听觉嗅觉触觉，

固然无一不是参与其间的。可是无疑，视觉印象毕

竟起主导作用，刘勰所云“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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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之所以能够激豪情发幽思，因景而生情，空间

感受毕竟是基本的方面。与此同时，视觉感受又

总是和生活活动感受相结合的，“菜鲜饭细酒香浓”

必然与风景的优美相得益彰。昆明石林的突兀和

石林脚下少数民族的酣歌曼舞是相互增色的。换

句话，体育文化等等生活活动实际上也是景的组

成部分，人本身，也是景的组成部分。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什么是风景范围的问题。

按传统的概念总是喜欢把风景和喧嚣的人工环境

相对立，但是通常却又不把那些人迹罕至而惊心

动魄的大自然算在内。其实这也是相对的。幅度

是随着速度而变的，“野”与“险”的观念是随

着游览工具的进展而发展的。另一方面，有些工

业以其有力而鲜明的体形轮廓，例如火力电站的

立方体厂房、双曲抛物线淋水塔、高耸的烟囱和

大线条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可以构成动人的而且

是前代所不能有的景色。所以从城镇到风景点、

从风景点到原始穷山恶水之间是没有什么严格而

固定的分界线的。已有的名胜固然必须审慎地加

以维修保护，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只是满足于步历

代和尚道士的后尘、附封建士大夫的骥尾吧？所

以应该强调“开辟”二字，只要我们对风景的范

围扩大来看，那就何患无处着墨。譬如安徽从歙

县、绩溪一线去黄山，途经镇头到反书一段，许

多山村溪流极为优美，不必定要有什么名泉古庙，

这里距黄山车行约三小时，正可选辟一个中途点。

现在交通比古代不知方便多少，要求确乎是高得

多了。皖南一带作为一个整体看，九华山建筑群

完整统一。由南而北，九华是黄山的补充，由北

而南，则黄山是山势的高潮，有待我们去选线布

点。所以说可供施展的条件也多得多了。

开辟风景、发展旅游的目的并非局限于经济

收益和外事往来，更重要的是对人民群众的教育

作用，在风景中人民接受历史教育是一个方面，

而更为直接的则是美的感受。我是这样理解的：

譬如经过组景从而突出的景点，在空间为敞，在

空间感受为旷，在情为畅，而在意为朗，朗者心胸

开阔，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之谓，将会好一阵子留

在人们的脑海，这就是起了作用。而导线组成的

节奏所起的作用就更为深刻了。所以组景重在意

境，而意境则有高低雅俗之别。试想那种汲汲于

一个亭子占一个山头的做法究竟反映什么意识？

那种醉心于发现狮峰、虎岩、马鞍、牛头的做法又

能给人留下什么回味，又能是什么教育作用呢？

风景中开路修桥建屋，掌握尺度是很重要的。

举例来说马鞍山市有个太白楼，可以想象当时人

们或步行或骑马经过一段曲折蜿蜒的石径，上得

楼来，顿觉敞亮爽快。而现在呢 ? 经过沿河一条

无遮无挡的车道，直驰楼前一片停车场，上得楼

来，只觉小得寒酸。设若改为树荫下单行车道，

只要有个三五十米的距离下车步行，楼前增种些

树木，当可有所改善。又如拟建中的某研究所选

址在苏州某山脚下，显然宜于在服从功能要求的前

提下，成组疏散，局部紧凑，高低错落，大小相间，

而不宜呆板的高楼大厦，才能与妩媚的景色相协

调，这都是建设原有古迹名胜容易碰到的问题。另

一方面，又绝不能由此而得出风景中尺度小就美的

结论。例如不少公路桥梁用了罗马柱头式的桥墩和

赵州桥的栏杆格局，而大煞风景。相反，路、桥以及

建筑以大刀阔斧的气势结合大线条的自然景色是

在现代建筑中不乏范例的。所以，有时风景中几个

单位的建筑项目宜于通盘考虑，一气呵成，“各抱

地势，勾心斗角”是于风景有损而无补的。总之，

从尊重自然照顾原有着眼，应大则大，应小则小，

应分则分，应合则合，那就必然是和小单位的狭隘

观点、陈腐的形式主义不相为谋的。所谓意境就是

思想性，所以，归根到底，提高思想水平，才是开辟

风景的最基本问题。

（编者注：选自《同济大学学报》1979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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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进入 1980 年，到 2000 年只有二十

年了。我们应该冷静回想一下，在过去的若干年

中，多少时间被浪费，多少工作被耽误。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世界范围的工艺美术有

很大发展，发明了不少新的材料，创造了不少新

的制作技术，同时也创造了不少新的艺术表现手

法。工艺美术已经跨进美术与科学结合的时代，

它为人类生活的现代化，作出一定贡献。

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一定要认真考虑今天的

工艺美术如何适应人民群众现代生活需要，如何

在工艺美术领域中使美术和科学更紧密地结合起

来。现在已经进入 80 年代，不改变眼前的局面，

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会带来不利。

我们从事工艺美术工作的人，自己也需要冷

静想一想，在今后的二十年中，自己能做些什么，

应该做些什么。从事工艺美术教育工作的同志更要

想一想在新形势下，工艺美术教育怎样才能更多更

快更好地为国家培养各方面的美术设计人才。

在过去若干年中，工艺美术的科学研究工作

没有得到正常的开展，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以工

艺美术现代化来讲，有许多方面我们还是空白。有

一些现代技术知识，我们几乎是无知的。若干年来，

几乎人人都不能安心从事自己所学专业的研究工

作。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对业务荒疏

了这许多年，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事，就是应该把工

艺美术的科研工作立刻抓起来。无论是要搞好教

学工作，或保证完成设计任务，都和搞好科研工作

分不开。为了尽快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整个工艺

美术事业中，既要抓紧科研工作，也要抓紧设计和

教学工作；而这三者都应与有关产销环节相结合。

我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一个

进行了长期战争的国家过来的，在工艺美术方面，

真正掌握科学技术与艺术表现能力的人是很少

的。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什么是工艺美术？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

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的，一类

是装饰的。在装饰的方面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是民间工艺，一类是高价的摆设品。

我们历来就主张两条腿走路。既要先进的科

学技术，又要保护手工艺。我们要着重发展实用的

现代工业方面所需要的美术设计工作。工艺美术工

作应该密切配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工作，关心人民

生活，改善人民生活，美化人民生活。过去曾经片

面强调外销商品，好像这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就

不需要高质量的商品。实际上外销与内销并没有根

本性的矛盾。事实证明，许多名牌产品就是来自群

众。只有提高内销商品的质量，外销商品才有稳固

的基础和丰富的来源；只有这样，才会以事实证明

论工艺美术和工艺美术教育

庞薰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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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可以纠正一些人认

为只有外国的东西好的错误想法。

希望搞工艺美术工作的同志们要有民族自尊

心。我国从西汉以来一直是在与外国（远至地中

海东岸）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我们的祖先深深知

道，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同时他们也深深懂

得，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艺术性。在我国的工艺

美术历史上从来没有拒绝外来文化影响，也从没

有囿于外来影响而失去民族性。

我们今天承认落后，但这是历史造成的。我

们应当树立雄心大志，迎头赶上，而不应当自卑，

妄自菲薄。世界上的月亮是一样的，都是有圆有

缺。在我们国土上的中国人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中国人。我们有手也有头脑，

我们不知道的可以学会，空白的可以补上。我们

要下定决心争取在较短期间内赶上去。

民间工艺要大大发展，要关心它，为它培养

干部，大大加强这方面的设计能力，把各地的工艺

美术研究所切实办成研究和改进各地民间工艺的

研究机构。一方面维持原有的国际上已经流行的

风格，同时也要创造我们自己民族风格的新设计。

要想逐步摆脱中间商人的控制，要想与外国商人直

接挂钩，把我国的牌子在国际上打响，发展民间工

艺是重要的途径之一。民间工艺是我国农村中的副

业，像汕头的抽纱，山东、江苏的网扣，早在 20

年代就已畅销国外，但是被人换上外国商标。

我国的人口，主要的是农村人口，发展农村

工艺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有些工艺美术学校，应

该设有民间工艺专业，或者大量地开办训练班。

关于高价的手工艺品，要不断提高它的艺术

水平，要逐步把一般商品生产与艺术品制作分开。

艺术性高的作品，应该由国家博物馆收购。

关于工艺美术教学工作，不能总是停留在纸

面上，应该联系工厂，把新产品的设计、试制工

作与科研工作、教学工作结合起来。专门试制新

产品的实验工厂，我国目前还是很少。而搞生产

的工厂，又顾不上试制新产品。由工艺美术院校

承担试制新产品的工作，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但是总能起一定作用。

全国的工艺美术院校，开办哪些专业，也应

该全面安排一下。不要因人设事，要根据地方、

地区的需要。到适当的时期，可以成立专业的工

艺美术学校。关于提高专业教学水平，可以采用

互相支持的办法，以集中兵力、攻破点的办法，

来把每一个专业攻下来。各个学校应有它自己的

特点。我们是要提倡互相学习，但是不要把所有

学校都搞得一模一样。我个人是反对所谓通用教

材的，应该发挥大家的长处。

现在所实行的单元教学制，有很多毛病。课

程杂，而又互相不连接。将来在有条件的学校可

以考虑逐步过渡到工作室制，实行大教室学习，

由老同学带动新同学。这样老师可以抽出时间来

进行科研工作。教师应该以自己的作品来启发同

学。这样，同学们就不会不安心于专业学习。

关于基础课与专业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就应

该解决。在工艺美术学校中，什么系什么专业是

明确的。当然什么专业就应该有什么专业的基础

课教学。但是，现在各工艺美术院校的基础课教

师全都是从美术学校来的，他们用的教学方法，

就是美术学校中的一套办法。要改变教学方法，

适应专业的需要，确实有一定的困难，需要有一

个过程。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单在基础课教师

方面，既要求专业教师关心基础课的教学，同时

也要求基础课教师对专业也要产生兴趣。

科学是集体事业，工艺美术也是集体事业，

要搞好工艺美术事业，必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大家一条心，一切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的四个

现代化，就不难把工作搞好。

（编者注：选自《装饰》1980 年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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