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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Foreword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审美品位的提升，人们对设计的需求越来越大，设计元素充斥于生活的各个

角落，设计专业的功能性特点日趋凸显。与此相应，在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高校美术院系的设计

专业日益受到重视。构成作为设计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在设计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学生对构成知识的掌

握情况是衡量其是否专业的一个重要标志。

本书的特点主要有：

1．课程定位明确，本书以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为总体目标，强调课程的基础性、必修性、理论性与

实践性，一方面让学生意识到课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帮助教师建构专业理论知识系统，拉开应用型本科

教学与传统专科教学的差距。

2．注重课程基本原理的讲解与实际设计项目的紧密结合，防止理论介绍空洞无力，让学生明白，构

成只是专业学习的过程，不是目的，同时引导学生实现由过程向目的的过渡与衔接，将构成基础知识运用

到设计实践中，避免在学习过程中本末倒置，无所适从。

3．在章节的结构安排上，设有学习计划、设计点评、教学实例、项目课题训练等，及时将特定章节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能，遵循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目标与要求。

4．在编写时插入了大量图片与实例，图文互释，突出视觉特性，并以学生的原创作业和实地摄影作

品为素材，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设计能力，引导与启发学生自觉获取相关知识。

5．顺应改革趋势，将三大构成合并为一本书，从三大构成的内在关联性入手，利用形式美的法则进

行统一，避免简单地将三大构成并置而缺乏有机联系。

本书由方建松与刘鹏鹏担任主编。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东白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领导和各系师生

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成书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恳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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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构成概述

1.1　构成的含义

构成是一个近代造型概念。所谓构成，就是将设计过程中所需要的要素，按照形式美的法则进行重新排列组

合，形成一个满足需要的新形态。当很多未知的要素任意占据空间时，人们会长期处于无法正常感知的混乱状

态，从而感到不安和烦躁。人们为了消除这种困惑和苦恼，以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为依据，创造出了符合人类视觉

经验与习惯的法则来重新安排这些视觉要素，并从中获得了安定的喜悦（图1-1）。

构成是人类的创作方式之一。构成从方法到表现都以自然和生活为依据，它既强调人类的意志，又强调人类

对自然界的影响和作用。

构成作为设计的基础教育，包括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三大类型。构成是将设计中一定的形态元素

按照视觉规律、力学原理、心理特性、审美法则进行创造性的重新组合。构成使设计多样化，使设计不断创新、

发展，构成与设计密切相关。时代在飞速发展，设计艺术也随着科学技术及时代精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

图1-1　作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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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工业革命时期的构成

工业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先后卷入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革命。工业革命标志着西方国家从封建社会进

入资本主义社会，引发了人们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方面的巨大变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

“工业革命指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转变到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从18世纪60年代的英

国开始，之后传播到世界各地。

1．英国“工艺美术”运动

随着工业化的到来，知识阶层中悠闲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变成紧张、冷酷的社会关系，产品的设计更多的是缺

乏人情味的机械化、工业化风格的展现。艺术家、建筑师和艺术理论家们对工业化带来的问题束手无策，在现实

面前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开始寻找精神寄托，怀念中世纪的浪漫。此时，一些人希望通过艺术设计的手段来改变

设计需要探索新秩序，应从构成基础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与色彩、消费心理与设计经验中总结造型设计的原理，

从而促进设计的发展。

1.2　构成的起源

构成产生于1913—1917年间，源于俄国构成主义设计运动。构成主义有三个基本原则：技术性、肌理、构

成。技术性代表社会实用性的运用；肌理代表对工业建设材料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构成则象征组织视觉新规律的原

则和过程。1919年，德国包豪斯学院的设计课程改革中真正设立了以“构成”为基础的课程，是德国包豪斯设计

学院从现代工业设计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完善教育，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对原有的教学理念合理归纳，强

调基本知识、基本规律与基本方法的实际应用，为培养艺术与技术多元化的创造性人才而设置的课程。构成以其科

学的创造性思维和抽象的艺术表达方法，体现了现代设计教学的崭新理念和多维的教育思想。平面构成、色彩构成

和立体构成在中国艺术界被统称为“三大构成”课程（图1-2至图1-5）。

图1-２　勃朗克

《玻璃水瓶和报纸》

图1-4　马列维奇 

《空间中的独立形式》

图1-5　马列维奇 

《白底上的黑色方块》

图1-３　马列维奇 

《第三国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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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艺术、家具、室内和建筑设计中的工业化风格，以手工艺的方

式，来改良工业化所造成的设计上千篇一律的乏味面貌，重建手工

艺的价值，塑造出“艺术家中的工匠”和“工匠中的艺术家”。

19世纪末，在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拉斯金与莫里斯的“美

术家与工匠结合才能设计制造出有美学质量的为群众享用的工艺

品”的主张影响下，英国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工艺品生产机构。如图

1-6所示为莫里斯早年作品，是19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建筑

之一。1888年英国一批艺术家与技师组成了“英国工艺美术展览

协会”，定期举办国际性展览会（图1-7），并出版了《艺术工作

室》杂志。拉斯金与莫里斯的工艺美术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并影响欧

美各国，莫里斯的设计思想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和完善。受拉斯

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设计时强调设计的服务对

象，同时希望能够重新振兴工艺美术的民族传统，反对矫揉造作的

维多利亚风格。

19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一批与莫里斯设计宗旨和风格非常接近

的设计事务所，他们同样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以及设计上

的权贵主义；反对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特点，力图复兴中世纪手工艺

行会设计和制作一体化的方式，复兴中世纪的朴实、优雅和统一。

这些设计师都努力在设计上体现实用性、功能性和装饰性的结合，

在风格上吸取中世纪哥特风格、自然主义风格的优点，并把它们有

机地糅合在一起。同时在平面设计上吸取东方文化的特点，讲究线

条的运用和组织的完整性。这些行会组织对于当时工艺美术运动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维也纳“分离派”与德国“青年风格”

（1）维也纳“分离派”。维也纳“分离派”是由一群先锋艺术家、建筑师和设计师组成的团体，成立于

1897年，是当时席卷欧洲的无数设计改革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代表人物是霍夫曼等人，他们宣称要与过去的传

统决裂分离，所以称为“分离派”，代表作品如图1-8至图1-10所示。

图1-6　红屋

图1-7　世界上第一次博览会——水晶宫

图1-8　埃贡·席勒 

《石房子》

图1-9　克里姆特

《埃赫特男爵夫人》

图1-10　克里姆特 

《吻》

（2）德国“青年风格”。德国“青年风格”来源于当时的《青年》杂志。此杂志是德国宣传“新艺术”的

主要刊物，以介绍新艺术风格的作品而著称，是当时德国新艺术家发表作品的园地，对促进德国新艺术风格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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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青年风格”成为当时德国

新艺术风格的名称，代表作品如图1-11所示。

3．“装饰艺术”运动

“装饰艺术”运动是一个装饰艺术方面的运动，

但同时影响了建筑设计的风格，它的名字来源于1925

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Art Deco（装饰艺术）

这个词虽然在1925年的博览会上就已经产生，但直到

20世纪6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其实践者并没有像风格

统一的设计群落那样合作。Art Deco指的是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一种流行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反映在建筑

设计上，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美术与应用艺术的设计格

调，如家具、雕刻、衣服、珠宝与图案设计等（图1-12）。

图1-11　德国总督官邸

图1-12　作品示例

1.2.2　现代艺术流派的推进

20世纪上半叶主要的现代艺术流派有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达达派。野兽派代表人物是马蒂斯，

他的作品风格奔放随意、无拘无束，代表作品《舞蹈》（图1-13）；立体派代表人物是毕加索，代表作品《亚威农

少女》（图1-14）；未来派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画家巴拉，代表作品《水星在太阳前面经过》（图1-15）；表现

图1-14　毕加索 《亚威农少女》图1-13　马蒂斯 《舞蹈》 图1-15　巴拉 《水星在太阳前面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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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孟德尔松和蒙克，代表作品如图1-16所示；达达派代表人物有阿尔普、毕卡比亚、曼

雷、杜尚、恩斯特等人，代表作品如图1-17所示。

20世纪下半叶的主要艺术倾向和流派是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欧普艺术、偶发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

术、大地艺术与超级写实艺术。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有康定斯基、德库宁、波洛克、苏特纳等；波普艺术代表人

物有R·汉密尔顿、E·保罗齐、J·蒂尔森、D·霍克

尼、R·B·基塔依、R·史密斯、A·琼斯等；欧普艺

术代表人物有瓦萨雷里、凯利、雷黎、斯特拉等；偶

发艺术代表人物有J·戴恩、C·奥尔登伯格、R·劳

森伯格、R·利希滕斯坦、R·格鲁姆斯、R·惠特

曼、G·乔治等；行为艺术代表人物有科拉纳赫、约瑟

夫·波伊尔等；观念艺术代表人物有杜尚等；大地艺术

代表人物有克里斯托、让娜－克劳德、安迪·高兹沃

斯、沃尔特·德·玛利亚、米歇尔·海泽、丹尼斯·奥

本海姆、罗伯特·史密森和理查德·朗等；超级写实艺

术代表人物有莱斯利、克洛斯（绘画）、安德烈、汉森

（雕塑）等（图1-18至图1-22）。

图1-16　表现派代表作品 图1-17　达达派代表作品

图1-18　抽象表现主义作品

图1-19　波普艺术作品 图1-20　行为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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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构成主义

首先，俄国的构成主义为构成带来了哲学上的思

考，这体现在俄国至上主义艺术家马列维奇的个人探

索中。马列维奇否认绘画的语义性、描述性和再现

性，提出要摆脱对自然界的直接模仿。他用绝对的、

纯粹的探索来寻求一种超物质的情感表达，力图切断

艺术与自然现象的一切联系，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现

实和一种纯粹的或绝对的艺术形式。他主张艺术设计

的价值在于建立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永恒的世界。

其次，构成主义对“构成”进行了视觉语言上的

深入研究，发现了几何形式的语言特征，认为几何形

是一种超越繁乱、复杂的自然物质之上的最本质的元

素，利用这些基本元素对物质固有的结构进行解构、

重组，可以形成独立的、抽象的、纯粹的艺术形态。

马列维奇将这一理论充分运用到设计中，以抽象的几

何造型、单纯的色彩形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

视觉语言表达体系。

虽然构成主义运动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它的理

念对后世的设计发展影响深远，并且深入到很多领域

中，如在电影领域，爱森斯坦创造了构成主义式的电

影剪辑手段，称为蒙太奇，成为应用广泛的电影表达

语言。此外，构成主义的影响还体现在舞台设计、剧

本的编排、平面版式的编排设计以及建筑设计领域中

（图1-23至图1-30）。

图1-23　《苏联馆》投影图

图1-24　梅尔尼科夫《苏联馆》 图1-25　李西斯基代表作品

图1-26　俄国构成主义运动及设计作品

图1-22　超级写实艺术作品图1-21　大地艺术作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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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梅尔尼科夫 《Rusakov工人俱乐部》

图1-29　梅尔尼科夫 《苏联计划委员会车库》

图1-30　梅尔尼科夫的家

图1-27　俄国构成主义运动海报

2．荷兰“风格派”

荷兰“风格派”运动，主张纯抽象和纯朴，外形上缩减

到几何形状，而且颜色只使用黑色与白色，也被称为新塑造

主义。风格派从一开始就追求艺术的“抽象和简化”。它反

对个性，排除一切表现成分而致力于探索一种人类共通的纯

精神性表达，即纯粹抽象。艺术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简

化物象直至本身的艺术元素。因而，平面、直线、矩形成为

艺术中的支柱，色彩亦减至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灰

三非色。艺术以足够的明确、秩序和简洁建立起精确严格且

自足完善的几何风格。从20世纪20年代起，风格派就越出荷

兰国界，成为欧洲前卫艺术先锋。其美学思想渗入各国的绘

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等诸多领域，尤其对现代建筑和

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图1-31至图1-34）。

图1-31　蒙德里安 《红蓝椅》

图1-32　荷兰风格派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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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波普艺术

波普艺术是一种西方现代美术思潮。20世纪50

年代初萌发于英国，50年代中期鼎盛于美国。波普为

popular的缩写，意即流行艺术、通俗艺术。波普艺

术一词最早出现于1952—1955年间，由伦敦当代艺

术研究所一批青年艺术家在他们举行的独立者社团讨

论会上首创，批评家L·阿洛维酌定。他们认为公众

创造的都市文化是现代艺术创作的绝好材料，面对消

费社会商业文明的冲击，艺术家不仅要正视它，还应

该成为通俗文化的歌手。在实践中有力地推动这一思

潮发展的艺术家是R·汉密尔顿。美国波普艺术的出

现略晚于英国，在艺术追求上继承了达达主义精神，

作品中大量运用废弃物、商品招贴电影广告、各种报

刊图片作拼贴组合，故又有新达达主义的称号。

英国画家理查德·汉戴尔顿曾把波普艺术的特点

归纳为：普及的（为大众设计的）、短暂的（短期方

案）、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年轻的（对象

图1-33　蒙德里安油画作品 图1-34　里特维尔德作品

是青年）、浮华的、性感的、骗人的、有魅力和大企

业式的。

另外，波普艺术又称普普艺术，探讨通俗文化与

艺术之间关联的艺术形式。波普艺术试图推翻抽象艺

术并转向符号、商标等具象的大众文化主题。波普艺

术同时也是讽刺市侩贪婪本性的一种延伸，简单来

说，波普艺术是当今较底层艺术市场的前身。波普艺

术家大量复制印刷的艺术品造成了相当多的评论。早

期某些波普艺术家力争博物馆典藏或赞助的机会，并

使用很多廉价颜料创作，作品不久之后就无法保存，

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20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的影

响力在英国和美国开始扩大，造就了许多当代的艺术

家。后期的波普艺术几乎都在探讨美国的大众文化。

波普艺术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对于流行时尚有相

当特别而且长久的影响力。不少服装设计、平面设计

师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波普艺术中获得灵感（图1-35

至图1-39）。

图1-35　波普艺术作品 图1-36　波普艺术风格装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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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包豪斯与构成

包豪斯学院（图1-40）是世界著名建筑师瓦尔

特·格罗佩斯在德国魏玛城创立的第一所设计学校。

在当时其他艺术学院仍坚持19世纪的传统与唯美的艺

术古典主义教学理念下，时年35岁的格罗佩斯大胆地

在这所学院进行了教学改革。

包豪斯学院以鲜明的功能主义，提出了“艺术

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口号。开创并设计了整套崭新

的艺术教学计划和理论体系，通过改革将新的教学计

划和理论体系贯彻到日常的教学中，使学生的艺术

视觉感知度达到了理性的水平。包豪斯学院也以崭新

的教育方法和一流的教授群体为世人所敬佩。如康定

斯基、伊顿、克里费宁格、蒙克、莫霍利等一流艺术

家都曾在此任教。一些激进的艺术流派的青年画家和

雕刻家来到包豪斯任教，使得设计开始摒弃附加的装

饰，注重发挥结构本身的形式美，讲求材料自身的质

地和色彩搭配的效果，发展了灵活多样的非对称的构

图手法。他们也是包豪斯学院崭新的艺术教学计划和

理论体系，特别是基础课程的改革者和实践者。其中

瑞士画家、美术理论家和色彩学家伊顿在包豪斯学院

开设了基础课程。伊顿主张不管学生将来是否从事设

计或艺术创作，都应该对艺术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并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伊顿上课的方式独特且生动

有趣，他为了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在课堂上播放流行

曲和华尔兹等，让学生把节奏感表现在画面上。伊顿

图1-37　波普艺术风格商品设计 图1-38　波普艺术风格服装设计 图1-39　波普艺术风格空间设计

图1-40　包豪斯学院

十分注重发掘学生的潜力，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个

性。他著作的《设计与形态》和《色彩艺术》开拓了

构成艺术的理论体系。包豪斯学院最终确立了20世

纪的艺术设计理念，奠定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基础（图

1-41至图1-43）。

包豪斯学院对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的

研究既有严格的理论体系，又强调教学和实践的结

合，教学中融合了各国前卫艺术的精华，打破了旧有

的艺术教学模式，提倡运用不同材质进行概念表现，

鼓励学生对色彩、形式、想象力等进行理性分析和实

验，使学生超越旧的经验约束与视觉习惯，培养了他们

崭新的、敏锐的视觉认知能力（图1-44和图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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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包豪斯学院外景

图1-42　包豪斯学院组图 图1-43　包豪斯学院校舍合影

由于战争原因，包豪斯学院从

成立到被迫关闭只有短短的13年

时间，却培养出了一批在各个设计

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说包

豪斯学院是现代艺术设计诞生的摇

篮。三大构成（平面构成、色彩构

成、立体构成）就是在包豪斯学院

的教学体系中逐渐成熟的。虽然在

当时还没有形成较规范的体系，但

是对当时包豪斯学院学生设计实践

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中

叶，日本的艺术设计教育开始引进

三大构成教育体系，日本的艺术设

计大学不仅把构成教育作为基础课

程，还把它变为一门专业课程进行

充实整理，从而在三大构成教学领

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三大构成教

育自20世纪80年代经由香港开始被

引入，逐渐成为国内大部分艺术院

校共用的艺术基础教学课程。

图1-44　包豪斯学院建筑作品

图1-45　北京798艺术区包豪斯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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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构成的发展

1.3.1　国际主义风格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艺术运动风起云涌，艺术观念处于大变革时期。在这段探索演变时期，绘画的造

型以具体形象为前提逐步向几何抽象形态转化（图1-46和图1-47）。

19世纪70年代，印象主义把色彩还原为纯色的组合，塞尚提出了“所有的形体都是由柱体、圆球、方体、

锥形等4、5个基本形体构成的”的理论。于是，艺术由对自然物象的摹写发展成了与自然平行的和谐体，自此，

造型语言彻底地独立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丰裕社会”时期，这一时期，“工业社会”逐渐向“消费社会”

过渡，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工薪阶层崛起，收入丰富的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人们的消费心理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为顺应“消费社会”的结构及模式，工业设计也由原来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转向形式主义发

展。国际主义风格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图1-48和图1-49）。

图1-46　国际主义风格作品 图1-47　瑞士国际主义风格平面设计

图1-48　国际主义风格海报 图1-49　伯恩哈特  1905年普莱斯特火柴公司海报

1.3.2　后现代主义的形成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构成主义、荷兰风格派、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艺术家们开始倡导创造与开拓精

神，彻底摒弃从具体形态中提取造型主题的表现方法，发展非再现自然现象的几何抽象造型的表现力；从造型的

关系出发，探索纯粹几何形体的构成性；以感觉性、自由性、均衡性的方法创作作品。

包豪斯设计在被纳入设计教育中，在“必须面向工艺”“必须把想象丰富的设想同技术上的精通结合起来”

的宗旨下，增添了“理性主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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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数字化时代背景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普及以及网络技术的一次次革新，非物质社会的特征已经变得越来

越明晰。在光点媒介、大众媒介的作用下，人们的生活环境

甚至是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深刻地影响

着艺术的设计发展方向。

20世纪60-70年代，艺术家们在欧普艺术和活动艺术

中发现了一种更为精确严谨的几何抽象主义形式，他们立足

于纯粹视觉形式的创造，寻求视觉艺术表现的刺激性、新奇

性、运动性。他们应用数理的规则性、法则性，形成一种思

维方式，启发造型创意，使感觉性表现的几何抽象艺术走向

数理表现的阶段。他们借助数理结构，运用逻辑程序，开发

新的构成形式，使构成艺术产生了新的生命力（图1-55）。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的纯理性及功能主义，尤其是国际风

格的形式主义的反叛。后现代主义风格在设计中仍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人在技术中的主

导地位，突出人机工程在设计中的应用，注重设计的人性化、自由化。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设

计思潮，反对现代主义的苍白平庸和千篇一律，并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作为哲学基础，推崇

舒畅、自然、高雅的生活情趣，强调人性经验在设计中的主导作用，突出设计的文化内涵（图

1-50至图1-54）。

图1-52　乔治·巴塞利兹 《大头》 图1-53　油画 《海中帆船》

图1-50　乔治·巴塞利兹 《反叛》

图1-54　后现代主义线条像素画

图1-51　后现代艺术插画

图1-55　Michael Spitz  《数学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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