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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设计-看不见的城市-3》

内容概要

《看不见的城市(附光盘3数字设计)/新锐实验教学丛书》编著者谭奇。
    《看不见的城市(附光盘3数字设计)/新锐实验教学丛书》内容提要：数字设计需要多元性和交互性的
交流环境，因此，关于数字设计的教学活动必然会带有实验性质。课程所探寻的不仅是如何将数字技
术运用到传统的艺术与设计领域中去，还有如何面对数字媒体所开拓的新领域，探索未知的可能性以
及由技术革命带来的观念变化。从“城市亲历：体会和经验”到“素材搜集：采样和选择”，再到“
短片作业：文本和现实”，一步步地看见《看不见的城市》的城市意象，《新悦实验教学丛书·看不
见的城市（3）：数字设计》记录了这整个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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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奇，200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视觉传达专业，主修平面设计。后赴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深造，进行动画、插图和设计绘画表达等专业方向的学习和研究，获得动画与
插图专业硕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影像学部动画专业教师。

Page 3



《数字设计-看不见的城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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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文本与现实 在两周的素材作业完成后，按照原计划，数字设计课程将进入最后两
周的短片创作阶段。这时，负责技术课程的老师提出软件课太少；而学院二年级的一些老师也希望基
础部能把软件教学的工作在一年级完成，以便学生在二年级更快地进入专业学习；还有部分学生提出
他们不是学动画和影像专业的，所以不想做视频；等等。面对方方面面的意见和质疑，我们的教师团
队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如果不能坚持我们的教学初衷，这个数字设计课程很可能真的变成软件课
了。 试想这个首次开设的带有实验性质的课程是一个先行者，他在雾霭迷茫的黑夜中前行，除了要面
对未知的危险和曲折之外，还要战胜自己的胆怯和恐惧，其艰难可想而知。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团队
中的教师都年轻，对自己的专业有抱负，有探索精神，不怕困难。在经过一番协商和沟通后，我们内
部统一了意见，决定要坚持我们原定的教学计划，上短片创作课。而我们的执著和热忱得到了基础部
领导和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课程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当然，我们也采纳了一些老师和学生的建议，
对课程进行了局部调整。 实际上，对数字设计课程的争论引发了我们对艺术设计基础课程进行更深入
的探讨和研究。比如说怎样教技术，基础课程应该怎样设定和划分，是启发学生的创造性还是训练学
生的手头功夫，等等，归根结底是怎样教的问题。虽然我们清楚一门创新的课程不能解决所有的教学
问题，但尝试是必须的。 短片创作是一门可塑性很强的课程，它既可以偏重教授创作理念和方法，也
可以偏重指导学生进行创作实践。面对一年级的学生，我们采取动手实践的方式，让他们在实际操作
中掌握数码软件，学习数字化创作的方法。为了与前面的二维设计和三维设计课程统一教学思路，结
合城市设计学院研究“城市”问题的教育主张，数字设计课也选用了卡尔维诺的名著《看不见的城市
》作为短片创作的文本。通过城市亲历和素材作业，学生们已经从现实生活中搜集了不少的素材，如
何将卡尔维诺的文本和现实素材结合起来，互为阐释，互为解读，是短片创作课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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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看不见的城市3:数字设计》从“城市亲历：体会和经验”到“素材搜集：采样和选择”，再到“短
片作业：文本和现实”，一步步地看见《看不见的城市》的城市意象，记录了这整个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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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运输太差，好几次买书书上都会有手工毁坏的痕迹
2、这是一本实践性和实用性很强的书，关于充满了未知和探索的实验艺术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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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才云鹏2012年8月《中国图书商报》街道就是为了跑车的？大厦就是为了住人的？河水穿城而过，
就是为了淘洗方便？这些几成定式的表象，已深深桎梏了我们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每一个人都在自己
的城市里麻木了，直至沦陷成目无所视，蜂拥而来的游览者，又有几个能跳出这个窠臼？如此分析，
对一个城市设计师来说，如果做不到从表象里发现城市最独特的东西，并用创新求异的方式将其重新
演绎出来，那么，你与其设计城市，不如去设计一个摇车更为恰当。《看不见的城市》，这部与卡尔
维诺小说同名的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的实验教程，目的就是让设计者成为设计者，而不是成为一个
写实的匠人。打开《看不见的城市》，你发现这只是三堂课：二维设计、三维设计和数字设计。但切
勿皱眉：一堂课能成为一部书，足以说明这堂课的内涵有多深广。事实的确如此。这是一群因对城市
设计有着深远概念而投入孜孜热忱的师生们所经历的故事，虽是先验，但足以形成思潮，其对未来的
城市影响，目下正是空谷足音的第一步。对城市设计专业来说，拥有创新求异的观念才是主导，拥有
独创性的设计理念才是不二法门，而技法，此时沦落成一门附带的手艺，这正是艺术家与匠人的区别
所在。中央美院独具匠心的培养理念和教学方式，正是源出于以培养艺术家为己任的大道使然，所以
新异，所以果敢，所以高标。打开此书，首先令人豁然开朗的，是文本和图形如此密不可分。当先验
师生们从小说《看不见的城市》里繁衍出如此丰富的图形时，我同时从这些图形中感觉到一阵阵文本
创作的冲动。这，正是城市设计学院的高明之处，也正是卡尔维诺的伟大之处，他用轻盈的语式和沉
重的思想告诉我们：一切发生了的事情都不值得惊讶，其背后的东西才是本质，而这其中关联的东西
，才叫美！这是对美的全新定义，正如我们见到骨头，惊叹它的强硬；见到肌肉，惊叹它的健硕；而
当我们见到筋腱时，强硬和健硕都将居次席，这种神秘的关联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多么丑的筋腱都是
美的！字词句组成故事，点线面组成图形。好的小说，所有的故事都为一个主题服务。而一幅完美的
图形，包括建筑，其所有的设计元素，也都在向着中心汇聚，与小说一模一样。例如，减法的使用是
现代小说创作中常用手段，建筑上则并不多见，但在先验师生们的手下，矩形的、圆形的、弧形的以
及其它不规则形状的镂空造型，甚至消失了底座的大胆构思，使整体建筑在不失体量感的同时，变得
格外轻盈、飘逸，减去了肉的同时，深邃感油然而生。文本和图形的这种共同肌理，绝非巧合，这种
向中心汇聚的特质，正是美的本质！问题来了：小说，或图形，抑或建筑造型，其灵魂是通过什么表
现出来的呢？也就是说，如何才能看见“看不见的城市”？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再来看看音乐在造型
设计中的融入。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有了音乐的表现力，建筑才格外灵动飞扬，这是小桥流水之
外的九曲回觞。如何真正实现建筑的音乐性，在建筑中表达出不同凡响的主题并让观者深深被余音绕
梁所动，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绝非单单加入曲面就能实现。《看不见的城市》里，就如何处理音乐结
构和空间结构的关系提出崭新的观点：对音乐结构进行分析，得出重要的关联数据，根据数据，将音
乐的流动性和韵律感渗入每一个设计元素中，使一般建筑所持有的单调的相似性重复变成音乐的穿插
重复，这样的一个整体，才会摒弃随意而为的建筑风格，将音乐的质感和建筑的美感充分融合，真正
契合音符、音节和音律所要求。其实，呈现出单个建筑的卓越美感，还远远不够，《看不见的城市》
最为关注的主题，乃是整个城市设计的协调性和统一性。那些美轮美奂的刺破青天之作和小桥流水，
如何摆布、如何整合，应是城市设计者念兹在兹的任务。是诗意的栖居，还是疲于奔命的活着？通读
《看不见的城市》，设计师们应能明确自身沉甸甸的责任，深刻理解并领悟到如何将梦想中的文本和
眼前的现实结合起来，如何将现实的虚构和虚构的现实结合起来，以道入技，以技入道，二者的有机
结合，将井喷般催生出设计者的创新思维和技术力量，从而用最新异的理念和手法将其呈现，引导观
者看见城市中原本“看不见”的地方，即城市的本质，感受到城市最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灵魂，它的
鲜活！如何揭示一座建筑乃至一座城市的灵魂，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城市”？答案到了此时已简
洁明朗。在先验师生们的手里，那些鲜明的、高度凝练的意向碎片，犹如儿时黄昏母亲翘门以望时的
声声呼唤，唤回我们内心深处的重重记忆。这些碎片，可以是卡尔维诺提到的记忆、欲望、符号，也
可以是普适众生的生活经验、空间归属感，甚至还可以是气味、声音或一个不起眼的事件，而实际上
，正是这些我们通常不关注的元素或细节，真正支持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生理活动！通过对这
些碎片进行个性化的蒙太奇解构、编辑并拼贴在城市肌理上，勾勒出城市表象背后那“看不见的城市
”、那平行存在的另一个活着的城市，从而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城市。看见“看不见的城市”
，其深刻意义还在于藉此呼唤，在中国当代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应更多地对地域人文、历史传承、
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予以最深层的关注。读完《看不见的城市》，不由得想到禅宗那则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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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公案。没错，道路的确是为了跑车的，但怎么来跑车？大厦的确是为了住
人的，但怎么来住人？河水的确是为了淘洗的，但仅仅是淘洗？当一阵凉风吹来，道路上的跑车、大
厦里的房客、堤岸上的主妇们，可感受到了城市的另一面？那才是更真实、人人更需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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