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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设计教材丛书：立体构成》是设计教学丛书中的立体构成分册，主要讲述了立体构成的理念、
构成要素、形式要素以及材料和技术要素等关于立体构成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
全书内容丰富，涉及立体构成的方方面面，书中附有大量的作品照片，使本书图文并茂，讲解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知识性，不仅可供美术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亦是对立体构成感兴
趣的读者自学参考的好材料。
　　从德国“包豪斯学院”首次开设“构成”课至今，已有70年余的历史。
现今，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开设的“构成”课是在包豪斯“构成”课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更科学、更
系统的一门学科。
早些年，国内各美术院校的基础设计课大多是从单独纹样人手，然后进入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最后
进入专业设计课的。
显然，这种形式已不能适应现代设计教育的要求。
近年来，国内各美术院校纷纷从国外引进三大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从而革新了
国内基础设计教育的内容，促进了国内现代设计教育水平的提高。
目前，国内有关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的资料和书刊不少，唯独立体构成的资料至今还极为少见。
于是在同行们的激励下，就下决心写这本小册子。
　　最初打算写这本小册子是在1987年初，但是，当我着手写的时候，才深感仅靠当时有限的水平和
仅仅几年的立体构成教学经验实不足以解答构成教学中遇到的那些重要问题。
面对这样的情况，只得停下笔来再对立体构成教学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诸多个别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我这样做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此，更迫切的是通过深入研究以期逐步填补某些构成教学上的空白。
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我又萌发了要把这些研究课题系统有序地加以整理的打算。
　　我十分感谢那些经常与我讨论有关立体构成课题的设计教育界的同行和前辈（包括国内的和国外
的），他们的一些建议以及独创性的见解，都为深化构成研究课题带来积极影响。
特别是刘乙秀和王凤仪两位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过细地看了我的手稿，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
使我获益匪浅。
还应该感谢我的学生们，因为他们这几年来所做的那些充满活力的立体构成作业，让我深切地感受到
他们的创作热情及个性差异同时也使我坚定了能在设计与基础教学之间建立一种较佳平衡的信念。
　　由于学力不逮，我所提出的立体构成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自知不少方面尚不够成熟，如果这些
冗词赘句能使一些读者去注意立体构成作品本身，并从中得到某些启示，那就感到欣慰了。
要是有的读者不同意这本小册子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那就更好了，因为在这种否定的过程中
，不仅对我是一种促进，而且对读者来说他已经学到了关于立体构成的某些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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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一、立体构成之理念1.自然形态构成观沿革2.自然形态与人为形态的平衡3.包豪期“构成”教学的
产生4.立体构成观二、构成要素1.关于点、线、面、体2.关于色彩①物体本色的利用②经人为处理的色
的利用3.关于肌理4.关于空间三、形式要素1.单纯与经济2.对比与调和①线型的对比与调和②形体的对
比与调和③方向的对比与调和④材质的对比与调和⑤实体与空间的对比与调和⑥色彩的对比与调和3.
对称与均衡4.稳定与轻巧5.比例与习惯①三原形体②根号数列比③等差数列比④调和数列比⑤弗波纳齐
数列比⑥贝尔数列比⑦黄金分割比6.节奏与韵律7.联想与意境①对自然形态的联想与产生的意境②自然
形态概括变形后的联想与意境③对抽象形态的联想与产生的意境8.多样与统一四、材料要素1.材料分类
法①不同材质的分类②自然材料与人工材料的分类③有形材料与无形材料的分类④不同物理性能材料
的分类2.材料力学特性①拉伸与压缩②载荷③正应力④应变⑤弹性材料——虎克定律⑥弹性模量——
杨氏模数⑦拉伸试验与材料的强度⑧延性材料与脆性材料⑨剪应力与剪应变⑩剪切模量(11)许用工作
应力和安全系数(12)载荷系数(13)温度应力(14)应力集中和应力集中系数(15)韧性(16)蠕变与疲劳3.寻找
新材料4.不要忘记最简便、基本的材料五、技术要素1.创意2.计划3.图样4.选材5.测量和放样6.初加工7.
精加工8.成型9.组接10.抛光11.上色六、练习程序1.二点五维构成①纸张的一次性破坏②切线活用③嵌
集④模制⑤其它2.线立体构成①硬线材构成②软线材构成3.面立体构成①薄壳构成②层面排出③透空柱
体4.块立体构成①单体②组合体5.线、面、块综合构成6.其它立体构成①动立体构成②光立体构成③色
立体构成七、场地、设备和工具注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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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9．组接组接就是将已加工好的各部分材料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由于所用材料的种类、尺寸和形之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组接方法。
只要组接的方法正确对路，就能使构成过程简化，并能获得形体稳固美观的效果。
图所示，是人体臀部与大腿之间的髋关节(由股骨头与髋臼构成)。
这样一种组接方式决定了人的躯体与下肢之间的基本活动方式。
它能够牢牢地支撑上身的重量，同时它又有足够的伸缩性使腿部能进行各种活动(髋关节可绕三个轴作
屈、伸、收、展、旋外，旋内和环转运动)。
设计师们在多种产品设计中应用了这种组接方式——杵臼关节式。
如有些电视机上的天线，其连接形式类似这种关节构造。
是否设计师们在模仿人体的组接方式，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人体的组接方式绝不是在模仿设计师的组接设计。
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设计师的设计类似于人体构造的事例是不少的，而且这种设计往往是非常成功
的。
用木材做立体构成作业，其接合方式就有许多种。
如图所示的对接，是把木板“边对边”或“面对面”地使用粘接剂的结合法。
滑接，则是不使用粘接剂，仅利用摩擦力的一种堆积法。
而销钉接，则是在对接术件两边分别打眼，然后用销钉穿进去，使两边木件连接起来。
钉接木件是很久以来的标准的木工工艺。
如何使用钉子是钉接的主要技术问题。
若钉头外露不影响形态的美观时，则可用普通钉。
如果不希望钉头外露，就应使用隐身钉，使用这种钉子可以打进平面以下，然后光填钉眼，以造成一
个光滑的平面。
钉子有各种尺寸，选择钉子一般根据材料厚度而定。
一般说来，钉子的长度应略小于两块材料加在一起的厚度。
木料直角对接，应选择足够长度的钉子钉进另一块木料，以保证接合牢固。
如图⑩就是木料直角对接时的钉接。
细钉和角钉不会钉裂木材，可以用来钉薄木板。
钉钉子应使用木工锤，先握住锤把的末端，要求姿势正确，以肘部用力甩动，腕部配合用力，使冲击
力达到最大限度，同时保持对锤子的最佳控制状态。
拔钉子最好在锤头下面垫一块木头，不仅可避免伤及材料，而且也达到省力之目的。
在材料边缘或薄板上钉钉子、很容易钉裂材料，最好在上边那块板上钻一个直径等于或略小于钉子直
径的眼。
可以把切除钉帽的钉子作钻头装在手摇钻上钻眼。
最好边钉边转动钉子，使钉尖的锐角划破木纤维，而不是把木纤维挤到一旁。
钉子也可与粘接剂配合使用。
这样钉子起夹钳的作用，而粘接剂则起增强接合部件牢固的作用。
 螺丝接木件靠木螺丝来结合。
木螺丝的优点，一是抓力大，二是可以随意折卸，便于木件的调整和修理。
木螺丝有三种基本型号，即圆头螺丝，平头螺丝和椭圆头螺丝，要求钉头外露时使用圆头螺丝和椭圆
头螺丝，要求钉头与材料表面保持平齐时，即用平头螺丝。
有时候平头螺丝被钉入材料表面以内。
用木螺丝组装应先钻眼——钉眼和锚眼。
钉眼应大到足以使螺丝钉毫无阻碍地穿过去，锚眼直径应与钉尖基部的直径大致相同。
接合丙烯塑料部件时，可利用二氯乙烯进行“面对面”‘边对边”或“边对面”地接合。
烯塑料被二氯乙烯溶解，并在浓缩过程中使两块塑料结合为一体。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立体构成>>

其操作方法是，先将少量二氯乙烯倾入一个浅盘中，再使要粘的塑料与这种化学溶液接触一二分钟，
然后进行接合。
但必须把变软的部分对好位置，用手或夹钳固定若干分钟，这样接合就顺利。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很容易被聚乙烯胶水粘合。
粘合过程很简单，在准备粘合的材料表面上涂以聚乙烯胶水，刚霞物、牙签，绳索或皮筋等物将其固
定就位即可。
接合镀锡板，马口铁，铜和黄铜等一类金属材料时，可采用焊接。
让熔化的焊锡(一种铅锡合金，熔点低干被焊金属)流入金属的间隙，待焊锡凝固后，就形成一个牢固
的接点。
焊锡有焊条，实心焊丝，空心焊丝等几种。
空心焊丝即焊丝中空，它包容松香焊油，其作用主要是除去焊接金属表面的氧化物(空气中的氧对金属
的侵蚀)，便于焊锡附着在金属上。
焊接可以使用电铬铁作工具，也可将焊接铜棒放在炉火、汽灯上加热以代替电铬铁。
电铬铁尖端应挂上一层焊锡，以便焊丝熔化后附着在金属卜。
在焊锡加上去以前，应用锉刀把电铬铁尖端锉净。
焊接的步骤是：竹先清理焊接部位的表面，除去全部油污，用锉、金钢砂布或钢丝绒清除表面的氧化
物。
第二步将电铬铁加热至足以熔化触及电烙铁尖端焊锡的温度。
第三步将被焊金属的表面紧靠在一起，使焊头挨在金属上。
在焊丝头置于电铬铁尖端之前，要把电烙铁加热到能使焊丝熔化(建议选川带松香焊汕的焊丝)。
然后将电铬铁沿着焊缝慢慢从巳焊好的部位挪开，使熔化的焊锡顺若电烙铁挪动的方向流进焊缝里。
焊接完毕后，不要马上挪动焊件，同时还要注意安企，不要让电铬铁烧伤他人和自己。
由于硬纸板、吹塑纸等板材质地疏松，故不能使用木螺丝和钉子接合，而必须采用其它的接合方法。
如在对接接合处采刚胶带纸固定就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接合法是槽接，只要在一块纸板上开一个与另一块纸板厚度相当的槽，使另一块纸板能够插
进去。
这样组合起来的硬纸板、吹塑板就异常紧固稳定，拆卸也很简单。
外槽的平行切口可使用普通切割．工具、鹤剪刀等。
10．抛光有蝗立体构成作品还须作抛光处理。
若材料上有孔洞和疤痕，则要进行填充，要把材料表面粗糙、不平整的地方磨平。
抛光材料可分为填料和磨料两种。
腻子作为填料，可用来填补木材的孔洞或其它较大的缺陷。
所用的腻子应呈粉末状，用水掺合就会成一种粘稠的膏状物。
如孔洞较深，则要分两三次填补腻子，分几次比一次填平效果好。
由于腻子具有收缩性，填最后一层腻子应略高出材料的平面，干燥后凸出来的部分可用砂纸磨平。
填过腻子的木料最好涂不透明漆。
树脂及类似的制品也可用来填补木材的缺陷。
但这种填料比腻子贵，若容器封闭不严又极易干缩而造成浪费。
填过树脂的木料可以涂透明漆，比使用腻子填补更能改善形体的外观。
如果石膏作品有缺陷，仍可用石膏材料来修补，不过需修补的石膏材料形体应先在水中浸泡几分钟，
以利修补材料粘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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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德国“包豪斯学院”首次开设“构成”课至今，已有70年余的历史。
现今，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开设的“构成”课是在包豪斯“构成”课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更科学、更
系统的一门学科。
早蝗年，国内各美术院校的基础设计课大多是从单独纹样入手，然后进入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最后
进入专业设计课的。
显然，这种形式已不能适应现代设计教育的要求。
近年来，国内各美术院校纷纷从国外引进三大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从而革新了国
内基础设计教育的内容，促进了国内现代设计教育水平的提高。
目前，国内有关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的资料和书刊不少，唯独立体构成的资料至今还极为少见。
于是在同行们的激励下，就决心写这本小册子。
最初打算写这本小册子是在1987年初，但是，当我着手写的时候，才深感仅靠当时有限的水平和仪仅
几年的立体构成教学经验实不足以解答构成教学中遇到的那些重要问题。
面对这样的情况，只得停下笔来再对立体构成教学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诸多个别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我这样做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此，更迫切的是通过深入研究以期逐步填补某些构成教学上的空白。
经过儿年的努力之后，我义萌发了要把达蝗研究课题系统有序地加以整理的打算。
我十分感谢那经常与我讨论仃关立体构成课题的设计教育界的问行和前辈(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他
们的一蝗建议以及独创性的见解，都为深化构成研究课题带来积极影响。
特别是刘乙秀和王凤仪两位先生，怀着极人的热情，过细地看了我的手稿，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
使我获益匪浅。
还应该感谢我的学生们，冈为他们这几年来所做的那情充满活力的莎体构成作业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他
们的创作热情及个性差异同时也使我坚定了能在设计与基础教学之间建立一种较佳平衡的信念。
由于学力不逮，我所提出的立体构成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自知不少方面尚不够成熟，如果这螳冗词
赘句能使一蝗读者去注意力体构成作品本身，并从中得到某蝗启示，那就感到欣慰了。
要是有的读者不同意这本小册子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那就更好了，因为在这这种否定的过程
中不仅对我是一种促进，而且对读者来．晓他已经学到了关于立体构成的某衅知识了。
芦少夫一九九二二年五月于杭州叶青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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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从德国“包豪斯学院”首次开设“构成”课至今，已有70年余的历史。
现今，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开设的“构成”课是在包豪斯“构成”课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更科学、更
系统的一门学科。
早蝗年，国内各美术院校的基础设计课大多是从单独纹样入手，然后进入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最后
进入专业设计课的。
显然，这种形式已不能适应现代设计教育的要求。
近年来，国内各美术院校纷纷从国外引进三大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从而革新了国
内基础设计教育的内容，促进了国内现代设计教育水平的提高。
目前，国内有关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的资料和书刊不少，唯独立体构成的资料至今还极为少见。
于是在同行们的激励下，就决心写这本小册子。
    最初打算写这本小册子是在1987年初，但是，当我着手写的时候，才深感仅靠当时有限的水平和仪
仅几年的立体构成教学经验实不足以解答构成教学中遇到的那些重要问题。
面对这样的情况，只得停下笔来再对立体构成教学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诸多个别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我这样做的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此，更迫切的是通过深入研究以期逐步填补某些构成教学上的空白。
经过儿年的努力之后，我义萌发了要把达蝗研究课题系统有序地加以整理的打算。
    我十分感谢那经常与我讨论仃关立体构成课题的设计教育界的问行和前辈(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
他们的一蝗建议以及独创性的见解，都为深化构成研究课题带来积极影响。
特别是刘乙秀和王凤仪两位先生，怀着极人的热情，过细地看了我的手稿，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
使我获益匪浅。
还应该感谢我的学生们，冈为他们这几年来所做的那情充满活力的莎体构成作业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他
们的创作热情及个性差异同时也使我坚定了能在设计与基础教学之间建立一种较佳平衡的信念。
    由于学力不逮，我所提出的立体构成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自知不少方面尚不够成熟，如果这螳冗
词赘句能使一蝗读者去注意力体构成作品本身，并从中得到某蝗启示，那就感到欣慰了。
要是有的读者不同意这本小册子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那就更好了，因为在这这种否定的过程
中不仅对我是一种促进，而且对读者来．晓他已经学到了关于立体构成的某衅知识了。
                                                                          芦少夫                                                    一九九二二年五月于杭州叶青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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