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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训练”似乎是最安全、最平稳的（学术）用词——但凡不偏不倚，不痛不痒，不置可否且
无明显取向的（艺术或设计）劳作，评价或界定为“基础”均不为错，尤其是“基础之外的人士”愿
意以此开解自己。
　　“基础教育”似乎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无需“劳心”的钟点工——随时待命，听从（艺术或设
计）主人的使唤是“最重要的基础”，只准干主人们不想干的事。
　　“基本功”似乎是酒楼跑堂的小伙计——面对客人必须“来了，您要点什么”，然后“没问题，
请稍等”⋯⋯　　于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基础”与“专业”问形成“前者动手，后者动脑”，的
一成不变“分工”。
前者越来越只会“动手”，后者亦越来越看不起“动手”，但更加要求前者“动手”。
　　同样在较长的时期内，“动脑”的一方心知肚明：自身的问题仍旧是“不会动脑”。
当然，在“如何练脑”的问题没有“实质性共识”之前，“专业动脑”的一方，仍习惯于告诉“动手
”的基础方，要“加强基础教育”，因为如前所述，“加强基础”的提法安全而平稳，几乎就不可能
错。
　　其实“基础”的“加强”是不容易的，因仅就（课时）“量”的加强而言，就肯定有一千个理由
说明“不能加只能减”。
当然，“基础”的“改革”就更不容易了，即使是“动脑”出了问题，“基础”也不许涉及“脑的方
面”，不许越（练手的）雷池⋯⋯　　问题的症结虽显而易见，但不少院校“基础”与“专业”问关
系仍旧尴尬，这客观上消解着相互间本应浓重的学术依存气氛，且长期僵持为“教方”日益浅层次的
课时之争，以及“学方”愈加难言的无所适从⋯⋯　　当下，“专业”的界线在加速模糊，支撑专业
的“技术”也趋综合与复杂，并日益脱离“专业”而由社会系统所替代。
同样，新时代逐渐消除着对“专业”的辨认需求，增加着对多元复合信息的包容。
例如：我们今日其实难以对诸如鸟巢和广州歌剧院等设计仅作建筑学意义的“专业”认知，因它们首
要的价值已非“建筑”；我们同样难以对诸如手机和便携电脑等仅作工业设计学意义的“专业”，认
知，因它们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亦基本超越原有的“产品”。
　　当面对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对话，面对低技术与高附加值间的提携；当面对信息与事件问的同盟，
面对观念与媒材间的互为因果时，我们得承认：（过往的）“设计基础”的武器——技艺，完全对付
不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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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今天这个时代，整个本科教育就是个基础教育。
今天的美术学院本科生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在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不是在校所读的系科专业：有服装专
业毕业的在做广告，广告毕业的在做装修，环艺毕业的在做杂志设计，平面设计毕业的却签约了画廊
在画油画，油画毕业的开了间服装加工厂。
这是一个有多种可能和选择的时代，这就更加要求我们的基础教学“开放”、“活跃”和“松动”，
朝着“宽”和“通”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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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您怎么理解“创意表达”这个词？
　　冯峰：其实我们在设定这个课程名称时，也有过讨论，觉得这个词容易引起误会，但也找不到更
合适的词来代替，最后还是决定用它。
“创意”这个词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脑筋急转弯。
当然，它也包含“创作性工作行为”，而我们强调的正是这个。
您觉得“创意”与“表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存在从属关系吗？
　　冯峰：没有表现力的创意不能算是真正的创意。
“表达”是我们课程设置的核心。
其实，整个一年，除了理论课和人文讲座这些软性的课程，所有技能型的课程都是围绕“表达”设定
的。
手绘课就是训练学生把徒手绘当成一种语言进行表达和与人沟通，图形语言是用图形去表达，所谓的
“创意表达”是一个综合性的表达过程，学生拿到一个课题后，如何根据课题的要求进行创造性的阐
释，并以综合的方式进行最有效的表达。
“创意表达”仿佛可以涵盖所有的设计行为，您怎么解释“创意表达”与设计学科的关系？
　　冯峰：“创意表达”是一个视觉化的创作行为的训练，也是一个对创作过程进行有效规划的学习
。
它是所有设计学科的基础。
它的表达方式是相对开放的。
当然，它不一定是一个有专业针对性的设计，但所有的设计行为都包含着这一行为过程。
“创意”仿佛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词，您认为“创意表达”课程中所指的创意是什么？
　　冯峰：的确，“创意”是个老生常谈，有时我们甚至羞于谈“创意”这个词，但是课程的名称不
能太长，又不能太生僻、太绕口，要通俗易懂。
其实，“创意”这个词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被一些人弄成了耍花腔的小聪明，这才容易使人误解。
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对这个词进行修正，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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