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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形态基础》

内容概要

工业设计形态基础，是整个工业设计学科的立足点，是基础的“中心基础”。本教材将引领学生认识
工业设计形态设计的本原：“型”是在诸多限制条件下存在的，“造型”必须与“材料、技术、工艺
”一起整合而产生，不是唯“美”主义的、纯形式的“型”。全书分为3大部分：第1部分主要阐述形
态的基本概念、形态构成的基本元素、形态的形式美法则、形态的情感等，包括第1章～第4章。第2部
分主要阐述在设计的限定下形态的应对，工业设计中的形态观念、产品形态的材料性、形态基础设计
的思维方法等，包括第5章～第7章。第3部分（第8章）为训练课题，这个“动”的过程很重要，很多
经验就是在此所积累的。这些训练引导学生把观察的感受积累用形式美法则表达出来。在动手制作过
程中训练学生对形态的理解能力、把握能力、控制能力、表达能力。具体课题为纸单体训练、形态的
过渡与连接、自然的抽象、意向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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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1.5空间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一，是由长、宽、高所限定构筑的形态。对空
间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空间概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空间）是与实际的形体相对的
，是指实际存在的物质所处的“空”的部分或所构筑的“空”的部分；广义的空间是指“三维”的形
态，包括实空间和虚空间两类，实空间是实际存在的形态（也就是由上面所说的点、线、面、体所构
成的实体）。而虚空间也就是狭义的空间概念，是指立体形态向周围扩张的空间，它包括实空间内部
的空隙和它的周围与外界的过渡，|生空间（过渡性空间也称为灰空间）。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指的
是狭义的空间概念。 实体是客观的、不变的，厚重而封闭；而空间则是相对的，通透而缥缈，它随着
环境、视点、观察者的变化而交化。实体和空间是相伴而生的，空间的存在是对实体的重要补充，忽
略了空间，实体就变得干瘪、苍白，没有生命力，如图2—22。格式塔心理学认为：视觉形象永远不是
对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的把握，它把握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独创
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空间的存在在这个视觉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设计者
在创造视觉形态时，应该力求给观察者留下能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作品就非
常注重这种虚实空间的关系，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中国古典建筑讲究通透，也是出于这方面的
考虑，这种把建筑的实体与空间自然融合的方式，可以丰富空间的层次，拓展景物的内涵。 2.2点、线
、面、体、空间之间的关系 点、线、面、体、空间作为构成形态的基本元素，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
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前面对上述的基础形态的讨论中，也都有所穿插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彼此的形状也是互相界定的。空间是形态存在的一个前提，没有空间也
就没有其他元素的存在。点、线、面、体都必须在空间中出现，并与之发生联系。 点的连续可以形成
线的感觉（这正好印证了在几何学中线是由点的运动所产生的概念）。点的集合可以构成虚面或虚体
。由点连成的虚线和由点集构成的虚面、虚体，不仅有着时间上的连续性，同时也给人以空间的通透
感。在视觉效果上，虽然不如实线和实面那么敏锐和肯定，却更富有韵律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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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工业设计专业"十二五"创新规划教材:工业设计形态基础》引导学生把观察的感受积累用形
式美法则表达出来。在动手制作过程中训练学生对形态的理解能力、把握能力、控制能力、表达能力
。具体课题为纸单体训练、形态的过渡与连接、自然的抽象、意向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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