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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们把美术院校所进行的美术教育当做当代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时，就不难发现，美术教育如果
也能呈现或继续保持良性发展的话.则非要“约束”和“开放”并行不可。
所谓约束.指的是从经典出发再造经典.而不是一味地兼收并蓄：开放.则意味着学习研究所必须具备的
眼界和姿态。
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其实一起推动着我们的美术教育向着良性和深入演化发展。
这里.我们所说的美术教育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技能的承袭和创造，这可以说是我国现有的
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的主要部分：其二，则是建立在美学意义上对所谓艺术人生的把握和度量.在学习
艺术的规律性技能的同时获得思维的解放.在思维解放的同时求得空前的创造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教育往往以前者为主，这并没有错，只是我们更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将技
能性课程进行系统化、当代化的转换：另一方面需要将艺术思维、设计理念等这些由“虚”而“实”
体现艺术教育的精髓的东西，融人我们的日常教学和艺术体验之中。
　　在本套丛书实施以前，出于对美术教育和学生负责的考虑，我们做了一些调查.从中发现，那些内
容简单、资料匮乏的图书与少量新颖但专业却难成系统的图书共同占据了学生的阅读视野。
而且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教师在同一个专业所上的同一门课中.所选用的教材也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
，由于教师的教学意图难以通过书面教材得以彻底贯彻.因而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
　　学生的审美和艺术观还没有成熟，再加上缺少统一的专业教材引导.上述情况就很难避免。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坚持遵循中国传统基础教育与内涵和训练好扎实绘画（当然也包括设计摄影
）基本功的同时.向国外先进国家学习借鉴科学的并且灵活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以及对专业学科深入
而精微的研究态度.辽宁美术出版社会同全国各院校组织专家学者和富有教学经验的精英教师联合编撰
出版了《21世纪中国普通高等院校美术·艺术设计专业规划教材》。
教材是无度当中的“度”.也是各位专家长年艺术实践和教学经验所凝聚而成的“闪光点”从这个“点
”出发.相信受益者可以到达他们想要抵达的地方。
规范性，专业性、前瞻性的教材能起到指路的作用.能使使用者不浪费精力.直取所需要的艺术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教材在国内还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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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色彩构成》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分为十章，对色彩的构成与学习、色彩的构成要素、色
彩与色立体、色彩与视觉生理、色彩与心理、色彩的生理和心理效应、色彩的混合等方面进行了较系
统、详尽的论述。
论述中结合了经典的设计作品对色彩原理进行诠释，具有代表性；同时也使用了不少学生作品，让学
生在色彩构成训练中有样可依，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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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色彩对比的形式　　色彩对比是指两个以上的色相，通过空间或时间上的变化，能比较出
明确的差别时，它们的相互关系就称为色彩的对比关系。
色彩间差别的大小，决定着对比的强弱，色彩的差别大而形成强对比，差别小而形成弱对比，差别适
中而形成中等对比。
所以说差别是对比的关键。
用对比的眼光来看色彩世界，就会发现世界上的色彩是干差万别丰富多彩的。
　　一、同时对比　　同时对比是指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所看到的色彩对比现象。
当两种以上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视线中的颜色都会把对方的颜色推向自己的补色。
如我们看在蓝色桌布上的绿色的日记本，或在白色桌布上的黑色日记本，或在红色桌布上的橙色日记
本。
这些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看到的色彩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蓝色的背景上的绿色物体，使蓝色
的背景显得更蓝，绿色物体显得具有蓝绿味了。
再例如：红桌布上的橙色日记本的色彩变得带黄绿味，纯度好像下降了很多。
而在白桌布上的黑色日记本，显得日记本更黑，桌布显得更白了。
这些现象均为两邻接的色彩同时对比时所引起的现象（图7-1）。
其特征如下：　　1.两种对比色彩为补色关系时，两色纯度增高显得更为鲜艳。
　　2.高纯度的色彩与低纯度的色彩相邻接时，使高纯度的色显得更鲜艳，低纯度的色显得更灰。
　　3.高明度与低明度的色彩相邻接时，使明度高的色显得明度更高，使明度低的色显得明度更低。
　　4.两种不同的色相相邻时，分别把各自的补色残象加给对方。
　　5.两色面积、纯度相差悬殊时，面积小的、纯度低的色彩将处于被诱导的地位，受对方的影响大
。
而面积大、纯度高的色彩除在邻接的边缘有点影响外，其他基本不受影响。
　　6.无彩色与有彩色之间的对比，有彩色的色相不受影响，而无彩色（黑、白、灰）有较大的变化
，使无彩色向有彩色的补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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