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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构成艺术——平面、色彩、立体、光》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必修基础课程。
本书根据教学大纲编写，共分11章，分别介绍构成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构成创作与欣赏的审美原则，
不同构成类型的基本元素，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光构成的创作方法和技法，综合构成的
创作技法，不同构成类型的构成材料，构成艺术的应用领域和形式，构成艺术原理与电脑实际创作表
现等。
本书特点：1.历年经验的总结：数年一线教学、实践和教改的经验总结，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讲解
生动。
2.突出创新和技能的培养；在归纳构成艺术的原理时，突出构成方法和方式的创新、着重培养学生的
操作技能和实践等能力。
3.强调知识的连贯性和实用化：在普通的“三大构成” 的范围内增补了第四种构成“光构成”，促进
构成艺术技巧与理论知识的完整、全面性，强调知识的连贯性、知识的理论化和实用性。
4.提高临摹与动手欲望：书中选用了大量经典的构成艺术作品作为范例讲解，部分优秀的学生作业作
为配图，结合理论或注释，引导学生在临摹的基础上激发动手欲望。
5.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本书最后提供构成艺术原理如何用电脑去具体表现的范例，更是将构成艺
术的实际应用推向一个小高潮，引导学生如何为社会需求服务，为就业提前打基础。
6.易教易学：每章提供小结与练习，及时巩固所学知识，易教易学。
　　适用范围：全国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程，从事艺术设计与创作的广大从业人员自学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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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筱荣，现工作于桂林工学院艺术设计系，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就读于景德镇陶瓷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委员会会员、广西美术家协会
会员、广西陶艺家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桂林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桂林市美协会员、桂林画院院士
。

    雕塑作品曾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二次《新人新作展》、惠安“首届中国雕刻艺术节雕刻大奖赛
》及《全国雕塑作品精品展》、《第七届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五十周年《广西美术作品展》、《新世纪》桂林画院作品展、《第五届广西体育美术作品展》、庆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60周年《广西美术作品展》：《桂林首届雕塑作品展》雕塑设计入
选2003中国长春国际雕塑作品方案大展等，多件作品被政府部门和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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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构成艺术概述：　　1．2　构成艺术的由来：　　构成艺术的实质是形态构成，简称为构
成。
这一概念源于1913&mdash;1917年问俄国新艺术运动的构成主义艺术。
构成主义艺术摒弃为美而美的艺术观点，追求美感形式的实用性、构造性、机能性、创造性，并将构
成艺术应用于现实生活和大众产业。
之后，这一概念被莫霍利－纳吉（Moholy Nagy 1895-1946）带入德国，融人包豪斯的基础教育之中，
逐步形成设计教育的基础体系。
他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胆气魄，对传统的设计观念展开了一场革命。
以德国的包豪斯学校、俄国的构成主义和荷兰的新风格派为代表的早期现代主义设计家，从现代绘画
的发展中找到了形式语言的灵感。
他们根据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法，形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设计
运动。
　　莫霍利&middot;纳吉像达&middot;芬奇，是一个多才多艺式的人物，艺术创作涉及先锋摄影、抽
象绘画、实验电影、平面设计、家具设计以及产品设计等。
尤其是对摄影艺术的探索，成为他突破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利器．他带领包豪斯师生在摄影领域进行
的先锋探索至今影响深远。
　　包豪斯在设计教育的基础体系中．把平面、立体结合材料的研究，色彩的研究相对独立起来，牢
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包豪斯创建了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包豪斯的构成观主张无论在绘画还是在设计中都以抽象的形式来表
现，放弃传统的写实，逐步以全新的抽象思维方式和美学观念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造型原则。
包豪斯的设计理念从他自身的建筑造型中就充分地得到了反映．为现代设计开启了形式与观念的先河
，为现代建筑设计奠定了简略原则的造型样板。
图1&mdash;1至图1&mdash;3为包豪斯设计学院建筑设计模型和外景图，图1－4为俄国的构成主义的代
表人物李茨斯基设计的构成作品。
　　构成设计早期的先进性注定了他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早期现代主义对平面设计发展的主要贡献
有：一、创造了以无装饰线脚的国际字体为主体的新字体体系并将其广泛运用；二、对抽象图形，特
别是硬边几何图形在平面设计上的应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三、把摄影作为平面设计插图的一
种重要手段进行了开拓性的研讨：四、将数学和几何学应用于平面的分割，为骨骼法的创造奠定了基
础；五、最重要的是，提出了&rdquo;功能决定形式&rdquo;的著名主张，以及将技术、市场等要素作
为设计基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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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构成艺术——平面、色彩、立体、光》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必修基础课程。
本书根据教学大纲编写，共分11章，分别介绍构成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构成创作与欣赏的审美原则，
不同构成类型的基本元素，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光构成的创作方法和技法，综合构成的
创作技法，不同构成类型的构成材料，构成艺术的应用领域和形式，构成艺术原理与电脑实际创作表
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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