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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艺术设计领域中，不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关于“新”与“旧”的命题，总是被人们特
别关注。
追“新”，本身就是设计思维的“卖点”。
在绝大多数的设计专业领域中，新产品的生成。
几乎都是以追“新”为原动力的。
设计创意中表现出来的“见异思迁”，更是其重要特征。
当“新”成为设计专业本身的常态背景时。
在这样的文化状态中，作为设计专业的学生，从业者或者学者的思想意识很容易受到影响。
这种影响力会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发生变化。
最典型的案例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记得二十多年前。
当我们还在大学学习以及毕业后的一段时间内，不知怎地就形成一种意识：那种对所有不新（旧的）
事物的不屑，那种对“新”、对“现代”观念的憧憬。
甚至达到狂热崇拜的地步；由此也转向对传统文化的怀疑，甚至隐含着抱怨和不敬之意。
认为周遭的一切之所以不如人（外国），其陈腐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欲求中国之新昌盛，必要求“
新”意，要“现代化”，其深层的意思，其实就是要“国际化”，要西方化。
理性地分析在设计领域中关于“新旧”界定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人们
总是对自己所熟悉的事物认定为“不新”，无论它是原有的还是刚刚出炉。
由于“不新”。
进而转化为“旧意”；而对自己感到陌生的事物。
不管它是否已经存在，只要自己没有见过，就易于认定为“新”。
这种凭借个人主观感受而做出的判断。
其实并没有真理可言。
它完全是受评判人的视野和阅历局限的。
可是，明白这样的道理，用了我们十多年的时间。
当我们在东西方之间走动，参与国际间艺术事务的机会多起来之后。
当我们在学术的平台上与西方的思想者作了比较深入的沟通。
西方文化中许多弊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地显露之后。
我们才开始逐渐把意识的关注点放置到比较客观的位置上。
才觉得与文化相关的事情原来是如此复杂，才比较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新”的原来只是陌生。
而那些“旧”的原来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新”的生机。
现实的情况往往是西边认为旧的，东边则以为新，只因中部隔着一条河。
而在这条河上，缺的仅仅就是一座桥。
于是，结论就大相径庭。
其严重性不亚于瞎子摸象。
“新”与“旧”，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相对的。
人们很难从绝对意义上对其加以定义。
法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阳光底下。
没有新鲜事。
尽管这条谚语不是绝对的真理。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世界上的事物及其变化规律之本质。
难道不是更多地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吗？
因此，我会本能地对在我眼前出现的所有关于“新”的事物或者冠以“现代”名义的东西非常敏感。
近日，应本套教材的编辑程勤和作者之一王焱先生约见，希望我为此系列丛书作序。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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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案前，摆出一叠关于视觉设计教材的书稿和十本一套书的书名以及一批作者名单。
看到丛书的总名称：“新概念中国美术院校视觉设计教材”，心里本能地会对这“新概念”的命名存
有疑问，这也是本文开篇的感触。
除去出版者出于策略上的思考。
对于“新概念”命名的存疑。
就使我犹豫。
因为。
我首先很自然地要追问：所谓的“新概念”，究竟“新”在哪里？
书稿未全，暂时无法通览。
故而。
难以得出具体的“新”的印象。
让我如何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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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概念”中国美术院校视觉设计教材系列是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在进入21世纪的又一力作。
本教材系列的编撰者大多是中国美术学院毕业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早年毕业的专业教师或教授，这些
书是他们十多年的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丛书系统地保留了一些常规的教学课程，对某些陈旧的，已经不适合当今设计教学的理论观点进行了
修改，更注重在视觉设计教学领域中确定新的培养目标与教学目的。
强调“新概念”的教学，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理论衔接，教育学生掌握传统知识，学习新颖、现代的设
计手法，具备崭新的设计理念，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本教材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中国设计界、理论界著名的教授、学者、博士生导师等的大力支持与
鼓励，为此我们深表感谢！
相信本教材的出版，能得到中国动画设计教学的同行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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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应新，男，1962年5月出生于浙江杭州。
1991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2003年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研究生课程班。
中国动画协会会员.现任中国美术学院讲师。
曾编著：部级高职高专教材《线形透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教材《色彩静物解析》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
动画艺术短片《龙井问茶》浙江音像出版社出版。
多篇专著论文《浙江工艺美术》杂志发表，创作的作品在各大专业美术出版社发表。
现在主要从事动画透视与动画场景设计的研究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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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近大远小人们外出旅游或写生拍照，常遇见“景色”或“场景”，画面中呈现出景物的透
视变化即“近大远小”的现象。
“近大远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的物体，放在远近不同的地方时，呈现离视者近显大，远则较
小的现象。
这里指的大小包括物体的体、面、线、厚薄、宽窄、长短和粗细等。
在现实生活中有两条和多条相互平行的直线是不会汇集在一个点上的，但是在透视学上，我们只要将
这些平行线无限的延长收敛、靠拢，必在很远的地方（即视平线上）聚集在某一点上，这就是透视现
象。
这一视觉规律的奥秘是与眼睛视物，在视网膜上成像的原理一致。
当物体放置远近不同时，留在视网膜上的图像大小也不同，人的眼睛瞳孔总在不停地张大与缩小地运
动，光线通过孔径按光的折射原理，呈现视网膜图像；当同样大小的物体（可以是立体、平面）放置
在不同的距离时，人的视角也就不同，距眼远，视角小，距眼近，视角大。
这就形成视网膜图像的“透视规律”。
在透视中，与原物等高的物体会变得不等了，越远越短。
我们是通过各物体影像之间透视和遮挡关系，在头脑中想象，从而判断景物所处的真实空间和物体的
大小，在二维平面上产生了三维空间感和物体的立体感。
当画面中相同物体的影像相差悬殊时，影像的透视关系越强烈，我们就认为二者的间隔距离越大、彼
此越遥远，画面的空间纵深感越强；反之则会认为二者的距离近，空间纵深感就越弱，（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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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推动下，我国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出现前所未有改革热潮。
新的教育思想、教育体系不断引进，教育成果出现可喜的成就。
各院校高度重视，而且都在抓紧编写教材，作改进教学方法的研究，建设教学实习基地，一派你追我
赶、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院领导鼓励教师编写教材、论文，研究课题、探索教学规律，对编写教材给予
了大力支持。
此书是本人多年来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经验积累，是一部具有理论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
作性，适合动画专业透视课程的教材。
除了自己的经验体会之外，此书还有许多人的思想、汗水与心血。
它同时也借鉴了兄弟院校的宝贵经验和成果。
并在编写的过程中选用了国内外优秀作品（其中包括一些不知名的作品），本着教学目的用以剖析原
理，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谅解，在此表示谢意！
在此之际感谢浙江省教委，将本书例为省高等院校重点教材。
感谢浙江省财政厅的资助，使本教材得以顺利的出版。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程勤老师对本书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心存感激！
深表谢意！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诚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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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画透视教程》：新概念中国美术院校视觉设计教材,中国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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