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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传统艺术，的确也真奇怪，处处流露出装饰的痕迹。
连我们的戏剧都没有离开装饰性十分强的图案化，诸如它的表演动作，服装设计，脸谱化妆真是无一
不带着图案美。
正是这种图案美方显出它们的可贵，也正是这种图案美辅助了戏剧艺术达到更美妙，更高超的境界。
中国传统图案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部分，其设计的种类甚多，工艺特点也不同，但就其构成要素和
规则来讲都是一致的，其基本要素不外乎“形象”、“色彩”、“构图”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的涵义，正是中国传统绘画方法中的“应物象形”、“随类赋彩”和“经营位置”，象形
是指形象的再创造，它是色彩，布局所表现的内容，色彩、布局是表现内容的形式。
图案的学习与研究不外乎“形象”、“色彩”、“构图”三个方面相互关系的探求，三个方面既相互
关联，又各自发挥着作用。
可见，图案的设计可以复杂得像一篇大文章，又可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规律，但又不为常规
所局限。
图案的设计，要求它的每一命题来源于自然生活，但它又不以自然的再现为满足，以“艺术夸张”、
“创造想象”、“虚构幻想”的手段去表现自然。
通过“艺术夸张”使其形象更典型，突出美、集中美的趣味，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通过“创造想象”把无穷的联想和设想运用到创作之中，以达到形象的装饰化。
通过“虚构幻想”，可使设计中的造型变化丰富、形象美观、趣味性强。
像传统的龙风图案就是想象虚构的形象，在图案的变化处理上，运用虚构幻想，使它充满着浪漫色彩
和对于未来美好的向往。
图案的写生变化是两种技术的结合，“写生”是摘取自然物象，分析自然物象的生长规律及其形体、
结构的特征，为创造装饰纹样提供依据的绘画技巧。
“变化”是图案的专有名词，即为造型之意。
它依据写生的资料，在美的原则的支配下，作取舍与加强的处理，使自然物象成为一种新的形态的基
本方法。
图案的写生变化，包括“人物图案变化”、“风景图案变化”、“动物图案变化”、“花卉图案变化
”四个大类，在今天的实用美术中，依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美术院校，设计学科的学生的学习训
练中依然是必修课。
郑军、东明所绘“四大变化”套书之一，集多年的创作经验，研究成果而成，其图案造型功底扎实，
变化多样，从写实变化到写意变化，在设计创意绘制中也不乏各种表现技法，有“省略法”，“添加
法”，“几何法”，“求全法”，“绘写法”，“印拓法”，“喷染法”，“熏灸法”，“擦刮法”
，“拼贴法”，“对印法”等等，真可谓“大而全，美而精”。
该书的出版对于美术设计界的学者、学子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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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四大变化：风景变化》包括风景变化的特征及题材、风景变化的写生、风景变化的原理、风
景变化的构图、风景变化的表现技法、风景变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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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风景变化的特征及题材一、风景变化的特征及发展二、风景变化的题材第二章：风景变化
的写生一、风景写生的目的二、风景写生的形式第三章：风景变化的原理一、风景变化手法二、风景
变化的一般规律三、风景变化的艺术处理手法四、风景变化的空间感第四章：风景变化的构图一、构
图的要素二、构图的形与量三、构图的体裁第五章：风景变化的表现技法一、手工装饰法二、材料装
饰法第六章：风景变化步骤附图1：现代风景变化附图2：传统风景变化附图3：借鉴与欣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四大变化>>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风景变化的写生风景写生，贵在实地感受，只有感受深刻，才能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
，才能引发更多的奇巧构思，从而挖掘出常人不易发现的具有装饰美感的要素。
当你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时，切不可忘记“庐山真面目”，要将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的景象加以
分析比较，剪裁归纳，把最具典型性、装饰性的景物收到画中来。
一、风景写生的目的风景写生的目的是为进行变形创作而搜集素材，积累美的形象，并训练敏锐的观
察力和快速描绘的能力。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风景写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一种深入对象、感受对象、认识对象和增强
记忆的过程，是观察、思维和表现的有机结合。
风景写生，可以培养观察掌握对象的结构、特征和意境，提高对物像正确的思维能力和概括能力，从
而更好地提高风景变化的表现技法和技能。
风景写生，既要把握所要描绘风景的全貌，又要抓住某些精彩的局部。
所谓“全貌”，不是面面俱到，要有选择、有取舍、有对比。
所谓“局部”，即对所选择的对象应进行完整、细致、全面地描绘和表现。
例如画园林古建筑，不但要画建筑全貌，还应注意写生瓦的排列及形状；木雕楣子或替子上的花纹；
箍头的彩画以及砖雕石刻等。
画乡土风景，既要注意小桥流水，又要注意远近山色。
大自然中具有远近的层次关系，写生时也要注意。
例如前后重叠的建筑物存在层次关系；满山遍野的树林花草也存在着层次关系，写生时可根据需要移
动位置，或者进行“移花接木”式的重新组合，可以自由、美观地把前后左右的风景组合在同一个画
面中，或者选取不同的角度表现同一自然景物。
风景写生要注意选取那些形式感和装饰感较美的景物去描绘，里面本身就具有点、线、面的迭变以及
整齐、均衡和富有节奏感的要素，抓住这些要素，变化时就容易出效果。
例如峰峦高低、远近错落，云烟缭绕，山石湖水环绕、碧波荡漾等等。
写生时就应有意识地去表现这种自然形式的美，利用景物本身的疏密关系、韵律美感等形式进行大胆
选择和加强，利用线的粗细、疏密来表现所描绘风景的主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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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四大变化:风景变化》包括风景变化的特征及题材、风景变化的写生、风景变化的原理、风景变化
的构图、风景变化的表现技法、风景变化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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