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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肇始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教育界积极引入西方先进的思想体系，形成现代的教
育理念。
这次运动涉及范围之广，不仅撼动了中国文化的基石——语言文字的基础，引起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
变革，而且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和创作都带来极大的冲击。
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一批文化艺术改革的先驱者通过引入西法，并以自身的艺术实践力图变革
中国传统艺术，致使中国画坛创作的题材、流派以及艺术教育模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新中国的艺术教育最初完全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上，它的优点在于有了系统的教学体系、完备的
教育理念和专门培养艺术创作人才的专业教材，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第一次形成全国统一、规范、规
模化的人才培养机制，但它的不足，也在于仍然固守学院式专业教育。
　　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教育再一次面临新的变革，随着文化产业的日趋繁荣，艺术教育
不只针对专业创作人员，培养专业画家，更多地是培养具有一定艺术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就像传统的耳提面命、师授徒习、私塾式的教育模式无法适应大规模产业化人才培养的需要一样，多
年一贯制的学院式人才培养模式同样制约了创意产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这其中，艺术教育教材的创
新不足与规模过小的问题尤显突出，艺术教育教材的同质化、地域化现状远远滞后于艺术与设计教育
市场迅速增长的需求，越来越影响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
　　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美术专业出版机构，近年来顺应时代的要求，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聚集了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专家学者，共同组建了艺术教育专家委员会，力图
打造一批新型的具有系统性、实用性、前瞻性、示范性的艺术教育教材。
内容涵盖传统的造型艺术、艺术设计以及新兴的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学科，而且从理论到实践全面
辐射艺术与设计的各个领域与层面。
　　这批教材的作者均为一线教师，他们中很多人不仅是长期从事艺术教育的专家、教授、院系领导
，而且多年坚持艺术与设计实践不辍，他们既是教育家，也是艺术家、设计家，这样深厚的专业基础
为本套教材的撰写一变传统教材的纸上谈兵，提供了更加丰富全面的资讯、更加高屋建瓴的教学理念
，使艺术与设计实践更加契合的经验——本套教材也因此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活力。
　　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能够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推动国内艺术教育的变革，促使学院式教学与科研
得以跃进式的发展，并且以此为国家催生、储备新型的人才群体——我们将努力打造符合国家“十二
五”教育发展纲要的精品示范性教材，这项工作是长期的，也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宗旨所追求的
。
　　谨以此序感谢所有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共同努力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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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了广州美术学院造型基础部一年级色彩课留校的部分作品，也选入了20世纪以来部分国外现
当代艺术作品以及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作为参照。
其中主要渗透作者在广州美术学院造型基础部色彩教研室工作6年的种种思考和尝试，并通过此书展
示教学观念和引导学生对于色彩基本规律从认知、理解到掌握运用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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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墨法　　与西画的黑白灰相比中国绘画中有用墨之法。
唐张彦远指出墨分五色的论点，有“运墨而五色具”之说。
五种色度，即焦、浓、重、淡、清，是色度深浅变化。
并不意味只有五种色度。
　　清代布颜图所著《画学心法》中提到“吾以干、淡、白三彩为正墨，湿、浓、黑三彩为副墨”。
正副墨变化互用是相互存在的，有干才有湿、有浓才有淡，有白才有黑。
　　中国画中纯用笔勾线叫“白描”，全用墨用色的叫“没骨”。
用墨在抒情写意方面比用笔强。
传统用墨不断在发展，有“七墨法”（浓墨法、破墨法、积墨法、淡墨法、泼墨法、焦墨法、宿墨法
）不同的墨法表现不同的景象。
　　用墨也是注重墨色不同层次在画面中的合理安排。
黄宾虹（图066）的山水画中用墨也符合西方黑白灰的要求，同时又把积墨法用到了妙处，满幅皆黑，
但层次井然，脉络分明，像油画一笔笔画上去。
笔迹笔痕清楚呈现，叫做“墨不碍墨”。
有种种资料表明，黄宾虹是接触过印象派绘画的。
东方学西方，西方也在学东方，东西方艺术本来就有许多共同之处。
　　不同的年龄、性格，用线、用黑白灰就会不同。
情绪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线条。
心情愉快，线条流利，用墨白灰就明快；心情忧郁则线条艰涩，黑白灰就深暗；焦急激动。
运笔就风趋电驰。
　　绘画造型的基本规律可以概括为线造型规律和面造型规律两大体系。
在造型方法上则可以分成面造型、线造型和线面结合造型这三种。
　　线与面在审美趣味上是不同的，是二种不同的视觉方式。
沃尔夫林把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叫做“线描风格和图绘风格”，即按线条观察与按块面明暗观察。
前一种视觉方式就意味着首先在轮廓上寻找事物的美，而后一种视觉注意力是放在画面的块面和黑白
灰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中生有当代色彩基础教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