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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术教育学系列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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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尺寸与比例　　尺寸与比例　　“尺寸”与“比例”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术语，基本上讲，
它们二者都指事物的大小。尺寸从本意上是大小的代名词。　　“大尺寸”是一种描述事物大的方式
，而“小尺寸”意指某物小。然而，大与小是相对的。什么是大？除非有某种参考标准，否则大没有
意义可言。如果我们不了解一般狗的大小。一只大狗并不能体现它的大。这就是两个术语的区别所在
。比例指相对的大小——与其他元素相比较的大小或与潜在规范、标准相对而言的大小。　　如图4-1
所示。建筑空间里的小凳子和其他线索为判断球体的大小提供了比例参照。由于一个球体本身没有比
例参照，我们依靠它所处的环境来判断其大小。在图4-1中，这个球体对于整个建筑环境来说具有一种
压迫性的大的感觉。想象一下从空中的飞机上看位于户外的这样一个球，其视觉印象就好比看这页纸
上的一个句号一般。　　我们经常把“比例”一词和与数字比有关的数学系统联系起来。确实。在历
史上许多这种系统得到了发展。艺术家试图像找到三角形各面长宽不同那样定义人体各部分的最佳比
例关系。　　运用尺寸与比例突出重点　　尺寸和比例与重点和焦点的关系紧密相连。在格兰·霍兰
德（Glen Holland）的绘画作品（图4-2）中，由于柠檬与草莓都绘以小的尺寸。整幅画也显得很小。
然而，这两者与画面其他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其不同寻常的视点赋予这两个微小的物体一种纪念
碑似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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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用准确而清楚的语言阐释了平面构图的审美要素。受益匪浅。我喜欢摄影，这正好帮助了我学习
构图。我孩子正在学美术，正好帮助我指导他的作业，给出评价。国外的书就是能够用浅显的语言表
达意思，不像国内的某些书，总是用模糊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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