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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构成艺术是指一切按照主观愿

望进行的、有目的的分解、组合、创造而形

成的具有意识形态、形式形态的艺术表现。

如：涉及感官的语言、声音等元素的重构，

涉及视觉的文字、图像、图画等元素的重构

等等。本文中，我们所谈论的是在艺术教育

领域中的构成设计，在包涵平面构成、色彩

构成和立体构成 ( 或者叫空间综合构成 ) 的

同时，又融入了光的构成、时间构成、运动

构成，并结合了心理学、美学等知识，使构

成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

我们知道每一个成形的作品都有基本

的构成元素，而这些构成元素又存在于立体

空间之中，这一切都是个变化又统一的过程，

设计师所从事的创新其实就是努力将这种变

化调整到“适度”，而在这些基本的构成元

素中，形、色、肌理、空间是研究设计基础

造型的核心，从此出发，我们可以将创新承

载于“形态”、“色彩”、“质感”、“空

间立体”几大块上，这是基础，这同时也可

以作为我们进行构成设计创新的突破点。

一、追求立体模式的细节化

从形状到形态，这是我们赋予了艺术作

品更多的精神内涵，也是一种从平面到立体

的升华，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利用这样的方

式，在感受作品外在表现的同时，更多的体

会到了它的精神内涵。

细节决定成败，在对细节考虑的同时，

更要讲求一种秩序性，不能使每个细节都成

为重点，而要使每个细节都融合在整体中，

做到丰富又统一。构成艺术设计中，在追求

立体感觉的同时，或许可以试着考虑从细部

入手，强化形体的装饰效果，恰到好处的使

美感和实用性有效结合。

就拿包装设计来说，具体到每一个块

面的设计，每一条线的走势，每一个文字

的排版，甚至每一个棱角，都是我们应该

浅谈构成艺术的设计创新

■ 王瑞雪

摘 要：现代艺术设计教学中，平面构成、色彩构成和立体构成平行互补，统称为艺术教育中的“三大构成”。随着构成

艺术在现代艺术教育中的应用，构成艺术理论也在不断地拓展、融入新的内容。本文将更倾向于从构成学科的理性层入

手来探讨构成艺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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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考虑的问题。实际构造的设计除了考

虑生产要求外，应该更多的与产品本身的

形态美相联系。

二、把握色彩组合的节奏感

色彩是节奏表达的重要方面，通过色彩

的组合可以表达丰富的情感，很多成功的艺

术作品都使用了强烈的色彩对比关系来强化

画面的节奏感。在设计中，色彩的存在同样

跨越了视域，能散发更多生活的气息，也是

形成创新思维的极好的载体。同时，色彩的

理论随时都在更新，它很难形成确定的概念。

比如以往认为室内装修的色调尽量淡雅，避

免或少使用过激的色彩，但今天的设计理念

中，单调的黑白灰，冷漠的金属色，强烈对

比带来的巨大视觉冲击力，任何一种都能成

为主角，可见对于诸多构成元素，最“骚动

不安”的既不是线，也不是形体，而是色彩。

在色彩的运用中，对比只是表象，往往

更多体现的是色彩的调和关系，色彩本身可

能不具备很强的识别能力，或者说它本身所

拥有的内涵相当微弱，并且在一定时空都是

可以改变的，因而我们的着眼点不应该是设

计对象能用什么颜色或不能用什么颜色，而

是设计对象重点用什么色调，如何调和到丰

富而简练的层次上去。

三、重视块面分割的均衡感

形体的分割看似简单，却实实在在是一

门艺术，是设计中最能拉开层次的表达，也

是设计创新的重点所在。形体块面分割可以

简化成拼贴的过程，但这种拼贴绝对不是简

单的元素堆砌或相加，而是利用图形的形状

或意义的相似度进行组合加工，重点体现的

是在分割过程中产生的节奏和韵律的美感，

是一种力量，一种视觉体验的均衡。

块面在适度分割的同时会形成相互的

渗透，这种渗透是一种相互的联系，也会产

生有意义的比较。这就决定了不能因为某个

细节而去刻意破坏了整体的功能或形式的诉

求。设计中的块面分割应更多地讲究韵律，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功能形式的束缚中，应该

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组织构成中去思考。

四、创造形式手法的多样化

设计造型活动是通过材料实现的，而

各种新材料的研制与使用又带动了构成艺

术的时尚性。在今天，绘画已不仅仅是在纸

张、画布上进行；雕塑材料也不仅仅是泥土

和石膏，各种各样的新颖材料层出不穷。而

每种材料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制作手法和表现

技巧，这就极大的丰富了构成艺术的设计创

新。在构成设计中，要敢于认识和尝试新的

材料、新的技术，将材料的独立特征、可利

用性引入艺术设计领域，从而丰富表现形式，

拓展创作内容，锻炼形象思维能力，创造新

的艺术设计领域。

丰富多彩、质地多变的材料只有与独特

创新的形态融为一体时才是艺术与技术设计

最完美的结合。

五、结语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构成设计过

程中，创造性的表现应体现于设计本身的整

合性，将设计对象的形、色、体块、材料运

用等理性因素揉进立体空间的表现中去，通

过不断的完善与再创造，将构成艺术的精髓

嫁接到产品设计的理念中去，以达到最大限

度地突破性的探索，创造多样的形式手法，

获得在设计实践中的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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