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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装饰是人类的本能，它萌发于每一个健康的心灵，它活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从古到今，只要有人类的痕迹，也必定留下装饰的痕迹。
可装饰究竟是什么：装饰是一种物品？
装饰是一种艺术风格？
装饰是一种附属物？
装饰是艺术的点缀还是艺术的精华？
装饰决定一切还是装饰无关紧要？
我们常常难以回答。
我们只知道，要想把装饰从地球上剔除就像把水分从世界上挤干一样不可思义。
    装饰可以是一种物件，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供人玩赏。
装饰也可以是一种艺术风格，可这种特有的风格却开启了人们的内心视象，让人看到了一种夸张而修
饰过了的自然景象。
无论是作为供人玩赏的装饰品，还是作为艺术风格而起修饰作用，它附属的属性似乎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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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我们这些吃绘画饭的专业人员，在居高临下地审视一番、儒雅宽容地批评一通之后，心下不得
不承认：相对于“正统”美术，民间美术的确具有我们终日念叨却难有作为的“视觉张力、冲击力、
感染力”。
这种大力量，正来自于土里土气的作者那种跟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审美标准和描画办法。
他们从来没想和我们标榜的美学原理“套近乎”，便将一份宝贵而张扬的个性，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一旦和我们靠得太近，民间美术就没戏了。
二十几年前的“户县、金山县农民画”，一开头真是好东西，名气大起来以后，各方面都来关心，更
有好事的“半吊子”文化人纷纷“垂爱”，县里的文化馆干部给农民画家们办起了“美术培训班”，
要教他们“美术基本技法”，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把好端端的东西糟蹋掉，正是我们不少“热心”于民间美术的城里人现在常做的坏事。
民间美术最值得珍惜的成分，一是它创意中的真情实感，二是它表现中的“恣意妄为”，这份素养也
需要农民画家们多年“修行”才形成的。
他们既要琢磨出自己喜欢的事物“形象化”的具体模样(文绉绉的词是“表现符号”)，还要根据可能
的手段、材料、应用对象逐渐弄出适合自己的做法，真是不容易，决不是一蹴而就。
我们这样的“画家”、“文化人”，从一开始就习惯于用别人的眼睛去看，用别人的嘴去说，用别人
的脑袋去想，后来虽是明白过来，但要纠正，那跟戒烟戒酒差不多的难。
乡下兄弟姐妹那种率真放肆的“糙劲儿”，我们根本学不来。
自己不懂的东西，凭什么教人家!中国人有门很精道的技术，叫做“盆景艺术”。
在植物生长的过程中，拿铁丝、麻绳把它又捆又扎，让植物按照自己的意愿成型。
这办法用在植物身上已经够残酷的，用来对付“农民艺术家”就太不象话了。
据说古远时候“葵”这个字，便是一个盘腿的人，拿手执着树苗在忙活。
难怪中国的艺术家们自打人道起，就被“园艺师”们不断地剪裁、捆扎、打磨，弄得跟“植物人”似
的。
好不容易自己也熬成个“园艺师”，自然逮住个谁，都要一试身手，关心、照料一番。
受过如此关照的人和物，哪里有什么“个性”可言呢?没有“个性”的东西不能叫艺术品，没有“个性
”的人不能当艺术家。
细想想，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在发生这种拿人当“盆景”的事。
    被民间美术“摧残”过的种种“价值观”，“标准性”、“审美意识”，其实很多都是我们自以为
是的主观臆造。
依据我们自己有限的经验，透过片面、狭隘的角度，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对视觉表现的规律性了如指掌
，就像了解自家的银行存折上的数字一样，烂熟于心。
凭着这份自信心，便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事物，大加鞭挞或是任意歪曲。
而“不入流”的民间美术作品，和它的创作者——蓬头垢面的工匠师傅和土里土气的农民兄弟，真是
给我们好好上了一堂课。
民间美术确因它鲜活张扬的个性而显得有价值。
它既然是“美术”，就得在美术表现的固有规律制约下存在，在造型、设色、构成、创意四个方面一
腿子也不能缺。
光这些“共性”还不够，还得有强烈的独有品质，也就是“个性”。
理由很简单，谁也不爱老看一模一样的东西。
如同上馆子，你要点一桌子菜，除了爱啃的大猪蹄外，总来点鱼呀、蔬菜呀什么的吧?不管什么菜，只
要好吃爱吃就行。
青菜萝l、，个人喜爱。
当然还有个格调、层次的问题。
世界上之所以还有大厨师和美食家这对欢喜冤家共生共存，大凡因为前者能提供既好吃好看，又与众
不同的美味佳肴，而后者恰恰能领会这种“共性”与“个性”完美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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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好看，不中吃，那就不算菜(眼下许多“烹饪大赛”就在 犯这样的错误)；光好吃，不中看，那就上
不得大场面，有碍观瞻；光有好吃好看的“家常菜”，没有独创性的“招牌菜”，哪儿都能吃上喝上
，开店的老板休想发大财。
在这个题目上，画画和烧饭其实是一码事。
任何优秀的美术作品也都是“共性”与“个性”兼而有之的东西。
绘画这档子事，除非您一辈子把作品藏在床铺底下、衣橱里面不给人家看，否则总是要向别人展示的
。
既给别人看，企图获得人家的共识，便是不言而喻的了。
哪怕不是这个说法，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共识的取得，起码在视觉“沟通”方面得比较顺畅。
也就是说，得想办法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这可是个天大的学问。
    民间美术画家们比我们中很多人显得有本事。
除了活脱脱的鲜明个性外，他们在画事的本体语言掌握上，于有意无意之间，既依照绘画的规律性，
也依照自己的可能性，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
民间美术中优秀作品的造型，有不少具有突出的整体感觉。
比如，河北、天津的年画中的“门神”，陕西的布老虎，无锡的“大阿福”，北京“泥人张”的戏文
角色，不论人物和动物，都是实实在在的一大坨，仅在局部拧出些小耳朵、小鼻子，人是虎背熊腰，
无论男女，大头都占了一小半。
猛兽却憨态可掬，温顺和善，全没了凶牙利爪。
它们浑然一体，丰厚敦实，在视觉上富于扩张，很有些“霸气”。
花卉草木也是大团大朵，“嚣张”得很。
虽是与原型出入极大，但叫人一看便知，绝无错认之理。
以自己的独特视角、自已的生活体验，自己的好恶判断(文化人叫“审美取向”)．将对象来个彻头彻
尾的人改造(文化人叫“艺术加工”、“艺术再现”)，弄出个自己喜欢的新东西来。
这也许正应了个“源j：生活，高于生活”的大道理。
民间美术优秀作品的用色更有说头。
乡下人就是胆子大，不是最犯冲的颜色不往一块凑。
大红大绿大紫大橘，用红色非要用大红、桃红，用绿色非要用翠绿，用蓝色非要用青莲，用黄色非要
用柠檬黄，绝少用间色、复色，而是非要将最强的对比色合着用。
起缓和作用的色区，也就是分布均衡的黑色，大面积留底的白色，加上偏冷的银色，偏热的金色。
于是我们在看民间美术作品时，常常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之余，心里不得不佩服作品生猛的视觉“
扩张力、感染力”。
民间美术作品的构成也很绝。
工匠和农民们没上过美术学院，哪里懂得什么构图和质材感、点线面、疏与密、视觉重心和衬景之间
的复杂对比关系。
他们却能很油滑地表现自己在处理画面游戏中的驾驭能力。
从很多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占有绝对比重的主体物(或人或兽或花或草)，与附属物的协调关系。
如陕西剪纸中的人物花卉：板块的嘴脸阴刻着小嘴大眼，身上必是阳刻粗细线条。
中心丰润厚实的大瓣花朵，如是阳刻，边沿差次卷曲的枝叶多为阴刻。
反之亦然。
记得很妙的一张：渔夫的脸部、手脚因为是阴刻，浑然一块(只露出一对居然有眼白、瞳孔的大眼睛)
，身上的蓑衣却叶片分明，密密实实。
渔篓和几只上钩的大鱼也弄得花里胡哨。
整个画面随心所欲地做足了戏，却一点不见拘泥、滞钝。
这种聚与散，面与线，曲与折的变化，实在是处理得游刃有余，不是我们在画室里苦思冥想能干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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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民间美术作品件件都是精品，其中也是鱼龙混杂，良莠难辨。
但要郑重强调的是，民间美术作品中最差劲的，也比不上我们一些参展甚至获奖作品那么难看(我不敢
具体说了)，最好的，却一点不比全世界奉为经典的作品(埃及壁画、希腊画瓶之类)逊色。
    说到埃及、希腊，谁能证明那些作品不是老外中的民间美术家画的呢!反正时间久了，作者的姓名也
忘了(也许根本就没留下)，后来人了西方美术评论家的。
法眼”，就成为不得了的东西了。
不光是美术。
其实正如许多人知道的那样，民间艺术是全世界艺术的最初形态，换句话说，民间艺术是任何主流艺
术(埃及、两河、印度、中国，勉强再加上希腊——罗马)的源头之一，也一直是各种艺术(包括美术)
的重要组成部分。
拿现在来说，西方世界眼下流行的“RAP”说唱音乐、爵士乐、“涂鸦”绘画、“探戈”舞、“霹雳
”舞，哪个不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艺术?就我们这些中国的“艺术家”们，惟恐和民间艺人挂上钩，会有
辱身份。
这般心态是很有些社会渊源的。
中国社会原本就是个“官本位”的国家 ,.，书读好了能做官，生意做好了可以买官。
近代中国人，给洋人欺负了100多年，国家又穷，洋人太狠，官家太坏，做老百姓本本份份、依头顺脑
也混不下去。
聪明人变不了洋人，起码弄个官做做。
于是，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着实乱了好一阵。
人一穷，腿短嘴也软，原本稀罕宝贝的事物，也由洋大人说了算，被老外挑剩下的东西就掉价了许多
，自己也看着不顺眼了。
虽是时过境迁，中华民族“过”了最危险的时候，融人不少中国人骨髓里的崇洋怕官心态，却没法根
除。
这是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不及西方世界民间艺术受重视的病根之一。
    与我们民族文明史几乎一样长久的中国民间美术，将来也会以它的原创作者们最喜欢的方式生存下
去，还是那么丰富多彩、生气勃勃。
只要你想看，就一定能看到。
⋯⋯书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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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装饰是人类的本能，它萌发于每一个健康的心灵，它活跃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从古到今，只要有人类的痕迹，也必定留下装饰的痕迹。
可装饰究竟是什么：装饰是一种物品?装饰是一种艺术风格?装饰是一种附属物?装饰是艺术的点缀还是
艺术的精华?装饰决定一切还是装饰无关紧要?我们常常难以回答。
我们只知道，要想把装饰从地球上剔除就像把水分从世界上挤干一样不可思议。
     装饰是悠远的，它透露着人类原始的艺术智慧和生活情趣，装饰是时尚的，它营造着未来的理想梦
境。
装饰是浩瀚的，大到园林建筑小到日常用品，范围之大、品类之多令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望而生畏；装
饰是神秘的，高雅和世俗、传统和革新、华贵和质朴、喧闹和宁静⋯⋯因为装饰的缘故而脱凡人圣。
装饰是洒脱的，它从来没有左右过历史的进程，繁荣的时代因为装饰而更加繁荣，败落的时代也因为
装饰而保留了一份无奈和清淳；装饰是恒久的，人文可以腐化，信仰可以贬值，艺术可以衰落，而装
饰却依然在装饰，装饰也仅仅是装饰。
     装饰可以是一种物件，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供人玩赏。
装饰也可以是一种艺术风格，可这种特有的风格却开启了人们的内心视象，让人看到了一种夸张而修
饰过了的自然景象。
无论是作为供人玩赏的装饰品，还是作为艺术风格而起修饰作用，它附属的属性似乎在所难免。
     附属归附属，装饰在设计中的作用还真回避不了。
翻开任何一个国家的设计发展史，都能找到一段离开了装饰就不知道怎么设计的时代。
在设计的初级阶段人们想的就是美化、就是装饰。
几乎所有的设计领域：包装、广告、服装、日用品等均是装饰图案的一统天下。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标准化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设计师开始思考在机器和工具上的装饰纹样究竟有
多大的价值。
开始思考设计的本质、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设计的精神理念。
人们的设计意识一旦苏醒，装饰必然首当其冲地遭到质疑和排斥，具有革新精神的人们再也不能忍受
由装饰来摆布设计的局面，他们一次次试图超越装饰，以一种更为直接的设计表述和纯粹的功能取代
美化和修饰。
他们甚至向装饰开战，认为它阻隔了人们通向设计理念，搅乱了正常的设计程序，异化了设计功能与
设计美学的关系，因而要把装饰从一些设计领域中彻底剔除。
建筑设计师曾经倡导过无装饰建筑·包装设计史上有过无装饰包装。
装饰图案、装饰纹样确实也非常得体地从一些领域里退却，至少目前没有设计师会打算在电视机或者
电脑的外壳上镶点儿装饰纹样。
然而，没有装饰纹样并不意味着没有装饰精神和装饰理念。
电视机、电脑有外形、有按钮、有品牌文字，外形的线条走势、按钮的形状和位置，品牌和文字的设
计，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美观和修饰的问题，即便没有纹样也回避不了装饰，摆脱不了装饰。
没有纹样的形态也是一种装饰理念的体现。
不少捧战装饰的设计师，最终发现纯粹的设计也仅仅是一种装饰形式，一种更为“纯粹”的装饰而已
。
诚然，设计必定有自己特有的功能，包装需要准确的视觉传达和对商品的保护，广告需要准确的诉求
和有针对性的受众，电视和电脑显然要将操作方便和性能优化放在第一位。
但这些功能并不是非要和装饰和美化相抵触，装饰也不会非要和设计理念过不去。
相反，好的设计恰好是两者的高度统一：既美观又实用，既时尚又舒适，既赏心悦目又得心应手，何
乐而不为。
     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装饰在设计中的意义显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理解。
     装饰是一种“附属”，可它往往承载着设计中最为“文化”的部分。
正因为装饰的存在使设计的历史没有同时光一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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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在豪华而丰满的装饰中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灿烂阳光，在斑驳而又苍凉的装饰中体味着古老文明
倾覆的呻吟和痛苦。
     装饰是一种“附属”．可在现代生活中，这种附属必不可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中的装饰因素会越来越多。
人们为了享受而装饰，为了显示而装饰，为了欣赏而装饰，为了兴趣而装饰，为了满足而装饰，为了
消遣而装饰，⋯⋯甚至为了装饰而装饰。
“附属”之中，装饰不时在隐秘地拨弄人们的性情和心灵，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装饰是一种“附属”，可在设计中，“附属”不是绝对的，“附属”随时可能转化成为设计成败的
决定性因素。
领导世界潮流的巴黎时装，绝不是因为它的保暖遮体功能，它的装饰、修饰人的功能就是决定一切的
因素。
保暖遮体变成了装饰的附属功能。
     装饰是一种修饰，可它注定是设计的重要内容。
装饰纹样可以从蒸汽机头上退出，但在世界上最快的法国TGV的火车头上仍然是由鲜明醒目的色彩作
装饰。
我们可以嘲笑占人在杀戮的兵器上挂着斯文的装饰纹样，然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在最现代的战斗机上装
饰着尖牙利齿的图形。
在这里，装饰好像在给那些过分紧张的设计松一下筋骨，紧张之余有一点儿情趣。
装饰确实经常为某种设计的使用功能补充着必不可少的亲和力，在物理功能和心理影响之间微妙地发
挥平衡和调节作用。
     我们并不同意设计仅仅就是装饰，装饰不是设计的万能动词。
设计过分偏劳装饰容易导致内容空洞，我们更反对食古不化、泥洋不通地照搬、堆砌、装饰，门面堂
皇并不能弥补内容的不足。
然而，事实是相当一段时间，装饰确实成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
装饰的精神、装饰的理念、装饰的意趣、装饰的内涵为大家所漠视。
装饰一旦与设计分离，受到设计的冷落，装饰本身的生存便成了问题，这似乎并不足惜，然装饰所承
载的文化必然同时受到冷落，这是必须要注意的，因为它最终会迷失越来越红火的设计本身。
盲目地排斥装饰，设计必然变得越来越苍白。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到了50年代末，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花费在个人爱好上的时间和金钱猛增
。
这时候，经济学家出来总结道：一个国家的NGP指数显示，当人们花费在温饱上的钱不到收入的一半
时，生活中休闲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这同样意味着，生活中装饰的需求将越来越多，设计中装饰的含量也将越来越大，设计越来越不能没
有装饰。
17世纪诗人张潮有一段话“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
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这简直就是在直呼：包装不可无装饰，服装不可无装饰，家居环境不可无装饰，生活不可无装饰，
任何一种设计都不可以无装饰。
装饰的精神永存。
    推出本套丛书的宗旨就是基于如上的思考。
探讨一些散布在各个设计领域的装饰因素和装饰理念，探讨装饰在信息时代的价值，探讨装饰的新的
时代特征。
我们无意以装饰来驾驭所有的设计门类，但所有的设计门类回避不了装饰。
    本丛书足各位专家们积长期的研究和思考，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并且结合具体的设计门类，道出了
他们对装饰的独特理解。
丛书不强调体例的统一，不盲求确切的至理明律，有严谨如学术著述，有潇洒如随笔小品，也有对话
阔言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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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这些书后，相信读者再也不会用千篇一律的定义来理解装饰，会找到自己对装饰的感觉，也找到
装饰在自己心日中的定位。
    装饰可以助你在各种设计领域中大展宏图，装饰可以时时给你的生活补充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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