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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艺术产品的一个特征就是关于艺术

作品的理论接近无穷，而作品客体接近于零，结

果在终点存在着纯粹形态的理论。 那么我们就

可以说，艺术快要终结了。

———（ 美）阿瑟·丹托

艺术究竟会不会终结， 并不是本书所要关

心的问题， 我们所要关心的是艺术实践需要什

么样的理论来指导它。 艺术理论大都偏重于博

大精深的理论探讨或充满思辨的概念构造，从

贡布里希到苏珊·朗格， 从阿恩海姆到弗洛伊

德，深迥精妙的理论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但对于

艺术创作的实践者和爱好者，往往如雾里看花，

存在阅读与领悟上的障碍。

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的女儿休假期间与我

的一席谈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大意是：我要求

学美术理论出生的女儿多关注艺术实践， 有时

间要学习绘画， 在创作实践中形成对艺术的直

观感受， 在此基础上深入下去的理论研究才有

可能尝试去解决实际的艺术问题。 正如阿恩海

姆所说：“ 对于艺术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那

种纯粹由学问和知识所把握的意义， 充其量也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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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第 1页。

譺訛（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

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541页。

不过是第二流的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必须依靠那些直

接的和不言而喻的知觉力来影响和打动人们的心灵。 ” 譹訛然

而，在当下的艺术世界中，理论与实践常常是各敲各的锣，

各卖各的糕，理论家与实践者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 “ 我们

的经验和概念往往显得通俗而不深刻，当它们深刻的时候，

又显得不通俗。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忽视了通过感觉到的经

验去理解事物的天赋” 譺訛。

创作者无意间迸发的经验之谈会很精辟， 往往对艺术

实践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但也会流于感性而难免以偏概

全，难以对艺术规律和深层次的艺术原理深入研究和总结。

反之，理论家的研究论证则是理论思维的结果，注重逻辑思

维和理性，但这种思维通常不能直接用于艺术创作，缺乏真

切的感性体验以及创作的感知力和体悟。 有些理论过分沉

湎于抽象概念的推理和空洞理论的纠缠， 把简单的东西复

杂化。这种理论往往显得空泛、教条、避实就虚，使人有隔靴

搔痒之感。 有的甚至以卖弄新名词、策划新卖点、推销新观

念、哗众取宠的摩登理论为噱头，很难引起实践创作者们的

共鸣。 概念化的理论无法替代创作者对事物的入微观察和

对生活的切身感悟。如果完全不触及艺术本身，不了解艺术

形式的内在因素和艺术创作的过程， 没有对生活的深入体

验和切身感受， 对创作结果就很难有精确的鉴赏力和判断

力。 “ 理论必须解答实践中的问题，脱离考察艺术本体和直

面问题的态度，就会成为逻辑推理中的文字游戏；视觉艺术

必须诉诸视觉效应， 不能把握整体构成和视觉心理反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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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谓设计、审美、评价、鉴赏就没有起码的依据。 ” 譹訛艺术

家以研究直观的视觉语言和艺术形式为目的， 而理论家则

关注如何利用原理推断和观念判断建构深迥而又玄妙的理

性宫殿。艺术实践中的形象创造就是最终的宣言，艺术家的

关注点也是止于形象，要把创作过程中的体验、感受升华为

用形象语言表现和展示出来。 “ 艺术实践应永远具有艺术

性。它通过形状、色彩等等特性来直观地表现现实存在或行

为的一种有意义的形式。 艺术的研究从头至尾都必然应以

艺术为目的。 ” 譺訛“ 如果有一天美术家和艺术理论家都来大

谈主义、透视灵魂、表现哲理，这对于美术界和哲学界的双

方也许都是一种不幸。 ” 譻訛因此，不为时风所动，不怕寂寞，

潜心研究学问，理论联系实际，在不断的创造中感悟理论的

真谛才是踏实的治学之路。

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在 2004年 12月 9日的“ 青年哲

学论坛” 上，以“ 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为主题发表

演说，其中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总结：“ 相对于

任何一种理论来说，理论是一，实践是多，一种理论可以对

多个实践有效。反之，相对于一个实践来说，实践是一，理论

是多，一种实践必定牵涉多种理论。理论和实践的一多关系

是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 而不是单一理论主宰一切实践的

关系……是理论就要‘ 讲清楚’ , 就要合逻辑, 就要公平地

验证,就要力求放诸四海而皆准,就要‘ 同而不和’ 。是实践

就要‘ 想周全’ ,就不能认死理———只要一家、拒斥其余, 就

要综合考虑一切出场的因素, 并博采各家之长, 以求事情本

譹訛王令中：《视觉艺术心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第一版，序言。

譺訛（美）鲁道夫·阿恩海姆：《对美术教学的意见》[M]，长
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3 年 7 月第一版，第 418 页。

譻訛王令中：《视觉艺术心理》[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第一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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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集成优化,就要‘ 和而不同’ 。 既不能用实践的方式搞

理论,也不能用理论的方式搞实践,要分工而互补……理论

也好，实践也好，都是人事，都是人不得不做之事，也是人仅

可一做之事。 ” 譹訛而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从艺术实践出发来探

索如何发现创意， 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和实际训练入手研究

人类的创意本能和发现设计的意识， 重点在于研究和解决

艺术设计造型基础中创意思维的开发和设计意识的形成。

读这本书并不需要过多的哲学史、美学史的理论积淀，只想

凭借多年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的经验， 从视觉艺术的直

观感受出发， 结合实际的基础训练和创意来论述创意的发

现和发生，在实践训练过程中把握创意的方法和规律，尽量

做到“ 讲清楚”与“ 合逻辑” 。本书不敢妄称研究成果，只望

能给读者带来一丝启发， 为对艺术抱有始终热爱的人们提

供些许参考，便足矣。

譹訛徐长福：《重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J]，教学与研
究，2005 年第 5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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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础与创意思维

1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提高， 中国的现代

艺术和现代设计也在不断地向前拓进。与此同时，多元的西

方观念、设计意识、创意精神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这可以被

视作“ 西为中用” 、“ 百花齐放” ，但也有人认为是“ 乌烟瘴

气” 、“ 一片迷惘” 。 缘于此，我们是否可以把探讨现代艺术

和现代设计的着眼点从艺术的客观存在与艺术家、 设计师

的主观意识转移到文化领域内部。毕竟，文化观念的变革具

有其内在的自律性， 是依照文化传统的内部逻辑发展而来

的， 新观念和新形式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缘起于与旧观

念、旧形式的对话和对抗。而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又

必然与社会结构互相影响， 毕竟文化的变革之所以成为可

能，不但是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

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因此，尽管变革常常首先在文化

领域产生，但只有当它在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得到肯定，才

能真正发挥效用。 设计风格与观念的演变同样受到来自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西方文化界通常使

用德文单词“ Zeitgeist” 来概括以上诸种因素的总和，一种

特定时代、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特征和文化品位，而设计因

其特有的视觉特质与社会属性必然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

现。

因此，本章将从宏观的文化价值形态入手进行分析，进

而剖析本土传统文化渗透、 影响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观念

与创意思维的文化价值， 剖析世界文化所带来的全球范围

内的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的兴起、 主体形式的生成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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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这一总体趋向对民族文化、 区域文化和人们日常生活

的传统形式等诸方面的影响。

设计是什么？

在理论界试图探讨何为设计与追问何为绘画、 何为素

描一样必然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和永无休止的讨论， 即便将

问题本身置换为“ 设计是什么” 也不会有任何裨益。 因此，

我们不得不接受所谓“ 默认的前提” ，即在公认的学术语境

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在业已成型的概念基础之上探讨

“ 设计” 的内涵。 “ 设计（ Design） ” 一词源于拉丁文 Des-

ignave，本义是“ 徽章、记号” ，即事物或人物得以被认知的

依据或媒介。 在中国古代，“ 设计” 两字是被分开使用的，

“ 设” 指预想、策划，“ 计” 则指特定的方法、策略等。 《 周

礼·考工记》中所提及“ 设色之工” 中的“ 设” 字便表示“ 制

图、计划” 之意；而《 管子·权修》 中的“ 一年之计，莫如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中的“ 计”

也表示“ 计划、考虑”之意。从广义上说，人类所有生物性和

社会性的原创活动都可以被称为设计， 但显然本书所讨论

的“ 设计” 的范围限于“ 以成品为目的，具有功能性、艺术

性、相应的科学技术含量和确定的经济意义的设计” 。

从严格意义上说，“ 设计” 的概念产生于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由于当时艺术与技术并未完全划清界限，因此“ 设

计”最初的意义主要是指素描、绘画。15世纪理论家弗朗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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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兰西洛蒂（ Francescoo Lancilotti） 就将设计、色彩、构

图及创造视为绘画的四要素，而“ 设计” 强调事物内部结构

的条理化 ， 并以一定的物质媒介来赋予形式 。 切尼尼

（ Cennini） 称设计为绘画之基础；瓦萨里则将设计与创造

并称为“ 一切艺术”的父亲和母亲。 因此，在这一阶段，“ 设

计” 更多地指控制并合理安排视觉元素，如线条、形体、色

彩、色调、质感、光线、空间等，并涵盖了艺术的表达、交流以

及所有类型的结构造型。在《 牛津艺术指南》中，“ 设计”被

形容成“ 一种经常接近于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有的结构原

则的概念” 。 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 设计” 还包含了艺术

家头脑中创造性的思维 （ 常被认为在画素描稿时就酝酿

着） 譹訛，强调艺术家心中的创造性观念。 我们不妨引用波迪

内奇（ Baldinuecci） 对“ 设计” 所下的定义进行概括 ，即

“ 事先在心中酝酿，在想象中已描绘出结果，并能通过实践

使之成为现实的可视物” 。“ 设计”被赋予了一种接近柏拉

图的“ 理念” 的神秘力量，并与创造性、预见性发生了密切

的联系，使艺术家区别于普通工匠，将唾手可得的材料塑造

成惊世的艺术作品。 17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祖卡罗、贝洛

里、 洛马佐等都倾向于把 “ Design” 与理念视为同一体。

1607年，祖卡罗在《 画家、雕塑家、建筑家的理念》 一书中

把“ 设计”分为“ 内在的设计”与“ 外在的设计” 两种，前者

模仿“ 理念” ，后者则是指用颜料、石头或其他的材料来实

现“ 理念” 。 巴尔迪努奇则将“ 设计” 定义为“ 以可视的手

段来说明那些先在人们心中构想的形象并依靠实践的手段

譹訛尹定邦：《设计学概论》[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0 年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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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显现的那些事物” 譹訛。

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设计” 的概念也发生了某种

奇妙的变迁，我们通过对《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 设计”

概念的考察便可清楚地知晓。18世纪初，初版的《 大不列颠

百科全书》（ 1786） 中对“ Design” 一词的解释是：“ 所谓

Design是指艺术作品的线条、形状，在比例、动态和审美方

面的协调。 在此意义上，Design和构成同义。 可以从平面、

立体、色彩、结构、轮廓的构成方面加以思考，当这些因素融

为一体时，就产生了比预想更好的效果。 ” 譺訛然而在第十五

版《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1974） 问世之时，书中有关“ 设

计” 的解释已更改为：“ Design 是进行某种创造时，计划、

方案的展开过程，即头脑中的构思，一般指能用图样、模型

表现的实体，但最终完成的实体并非 Design，只指计划和

方案。 Design的一般意义是，为产生有效的整体而对局部

之间的调整。 ” 譻訛伴随人类社会走进工业化时代，“ 设计”概

念本身也得到不断的丰富与调和，“ 一方面，新出现的设计

行业和设计活动可以很好地在‘ 设计’ 这一不断发展的概

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设计学科也在不断地扩大

学科的触角与视野来促进学科的发展。 ” 譼訛维克多·帕帕奈

克（ Victorr Papanek）甚至说：“ 每个人都是设计师。 每时

每刻我们的行为都是设计。 因为设计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基

础。 为一件期待得到而且可以预见的东西所作的计划与方

譹訛陈望衡主编：《艺术设计美学》[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

譺訛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

譻訛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10 页。

譼訛黄厚石、孙海燕，《设计原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

社，2005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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