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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学院设计基础教材：设计概论（第2版）》在内容上以延续经典、面向未来为主导思想，
既介绍经过多年沉淀的、已规范化的经典教学内容，同时也注重创新，纳入新的科研成果和试验性、
探索性内容，并配有新颖的图片，以体现教材的时代感。
设计基础部分的选图以国内各大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基础部为主，结合其他院校师生的优秀作品，增加
了教学案例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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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几个世纪前，非洲人就已意识到肌理在装饰方面的独特效果。
图2—24所示的面具展现了四种不同的肌理在同一件设计作品上的应用，既对立又统一。
有中轴线的头发，夸张的鼻子、突出的脸颊、橄榄形的眼睛，四者取得了巧妙的平衡，眼睛的样子本
身就很独特，它是整个面具的中心。
对于喀麦隆高地的土著居民而言，木制面具对部落来说无疑具有根深蒂固的重要意义，即便是部落以
外的人也能感受到这一艺术品令人陶醉的装饰效果，而触觉肌理在作品中起了主要作用。
 “肌理”一词最早的定义与纺织品及其表面有关，这种表面由多种纤维编织而成。
肌理，又称质感或质地，是物质表面所呈现出来的色彩、光泽、纹理、粗细、厚薄、透明度等多种外
在特性的综合表现。
肌理作为物质的“表皮”，表现为一种可视、可触的特性，展现物质材质本身的实体感觉。
 肌理包括自然肌理和人工肌理。
自然肌理指的是自然材质所呈现出来的肌理，如皮革的平滑与温润、石材的粗糙与厚重、羽毛的柔细
与轻盈等感觉。
人为加工的材质则取决于切、磋、琢、磨、刻、凿、压等加工技法，呈现多样与丰富的肌理，如玻璃
的光洁与剔透、布质的柔软与细致、金属材质的坚实与光亮、塑胶材质的弹性与韧性等。
 肌理还可以分为触觉肌理和视觉肌理（见彩图2—25）。
现实生活中可触的物质表面，属于真实触觉肌理；而艺术与设计中在二维平面上的肌理，则是对可触
表面肌理的模仿，是一种可视的依靠触觉经验来感知的肌理，可称为视觉肌理。
要表现和运用视觉肌理，必须对真实肌理有着较深的了解。
一般物质的表面，表现为不同的明暗类型：无光泽、光泽、镜面。
表面结构粗糙的物体，都属于无光泽的类型，如棉麻织品、陶器等，这类物体表面会大量吸收光线，
很容易在表面上看到柔和与均匀的明暗层次。
表面平滑的物体，属于光泽的类型，如漆器、丝织品等，表面有较明显的反光特征，在表面上可以看
到较为柔和的高光和反光。
表面如同镜面的物体，属于镜面类型，如玻璃器皿、瓷器、磨光的金属器皿等，表面有强烈的反光。
了解诸如此类物体真实肌理的各类特性，有助于在艺术与设计中通过控制高光和反光的强弱和明暗的
层次来表现肌理。
 肌理具有生理和心理功能，不同的肌理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和联想。
触觉肌理不仅激发了观众的感官兴趣，更激发了他们的情感反应。
如：光滑的肌理给人以洁净、温润、冷漠、疏远等感受；粗糙的肌理给人以含蓄、稳重、温暖等视觉
感受等。
不同的肌理特性也与人的好恶联系在一起——粘着的、多刺的、柔软的、卷毛的——有些让人乐意亲
近，有些让人心生恐惧。
由于肌理与材质互为表里，不同的材质往往呈现出不同的肌理，而肌理的不同则可表达材质的特性。
因此，从一般物品的肌理上往往可以轻易地看出所用的材料以及材料的档次。
肌理还具有审美功能，如原始陶器上的指甲纹、绳纹、压纹、几何印纹等，构成了独特的审美纹饰。
现代雕塑对泥材料特性的追求，如服装设计中的“皱褶”等，都表现出对肌理的审美运用。
由触觉转向视觉的肌理感，极大地丰富了视觉，可以说，肌理美化了视觉世界（见彩图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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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设计学院设计基础教材:设计概论(第2版)》设计基础部分的选图以国内各大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基础
部为主，结合其他院校师生的优秀作品，增加了教学案例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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