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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象绘画的概念 1

1.“抽象”是外来语，原义指人类对事物非本质因

素的舍弃与对本质因素的抽取。在艺术中的抽象最初只

是对具象的概括和提炼，使得画面消解了具体的轮廓和

细节，变得高度象征性。后来，抽象走向了极端，彻底

摆脱了具体的形象和物象，画面必须没有任何视觉所熟

悉的物体，纯粹由色彩、构成、符号、点线面、肌理构

成的画面才称为抽象画。抽象绘画艺术指艺术中不可辨

识的、与外在世界无直接关系的内容，既是纯精神表现

艺术又具象绘画艺术的高度升华。抽象绘画艺术不是像

镜子那样忠实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一种主观化和情绪

化的反映，它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是一些点、线、面和

色彩的组合 [1]，画面从形式上彻底摆脱具象造型结构和

语言模式，在创作过程中画者的心态始终是放松和自由

的。

2. 观察意识的主观性特点

2.1 罗丹说“对于我们来说，自然中不是缺少美，而

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罗丹所说的美源自艺术家内心的

感受，是对审美形式的直觉敏感，而并非是单纯的现实

美。可以说绘画离不开现实世界的影响，但绘画却总能

超越现实的束缚而创造出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绘画是

一种视觉艺术，画家通过双眼去观察、去感受真实的现

实生活，捕捉生活中最美的瞬间，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

与选择。

2.2 在绘画中观察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有目的、有

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活动，它受我们的观察意识控制。

观察意识决定了观察方法的不同，也决定了画面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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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不同。

绘画思维与观察意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

相互依存，在绘画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也逐步构建起

一个绘画学习者自己的思想体系。

2.3 在绘画中我们首先会对描绘对象进行观察——结

构的观察、透视的观察、空间的观察、色彩的观察，一

旦形成这种态势便都会自觉指向对画面审美形式的直觉

性把握，而不是依靠空洞的分析，黑格尔说：“知性不能

掌握美”，美只能用心去感悟。在绘画中我更相信行为是

思想的延伸，绘画思维与观察意识对绘画过程乃至结果

都起到了根本性地影响。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单纯的

技法训练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技法对于整个审美过

程来说只是工具而已，如何利用工具去展现绘画思想才

是教与学的重点。

2.4 对绘画思维与观察意识的正确引导有利于学生从

绘画练习与创作中找到了一般人最缺乏的“感觉”，这种

感觉也必将成为个人绘画思想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二、绘画设计思维

1. 什么是思维

1.1 思维与感觉、知觉一样，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

映。不同的是，感觉和知觉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

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在联系；思维是

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特征型反映，它所反映的是

客观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和内在联系。在设计过程

中，感觉、知觉只能反映设计对象或元素的形状、色彩、

大小及气味等一般特性，而设计思维则能通过一系列思

维过程，综合概括出一类设计对象或元素共同的本质特

征，并舍弃具体的非本质特征。

1.2 思维是综合想象推移的基础，它可被视为将一种

或两种以上现存信息元素有意识地变形或综合为一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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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过程。这里所指的元素可以是任何信息单元，例

如，可以是一件事情，一个步骤、一种想法等。从本质

上讲，所有项目具有的新属性、新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

变形或综合。任何新事物的创造必须建立在现存原材料

基础之上。

2. 发现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

2.1“设计”这一造物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创

造价值，思维在创造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思维

是创造价值发挥的载体，然而这一任务并非仅由创造性

思维承担，而是发现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共同作用的结

果。虽然二者共同作用，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他们各自

的特点。因此，首先必须弄清楚创造（发明）与发现之

间的区别。前者是经过一系列复杂过程，创立前所未有

的新事物，侧重指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

成绩或东西；而后者则是经过研究、探索等观察到或找

到没有察觉、认识到的事物或规律，侧重对已存在、但

近年来才被感知的事物的认识。

2.2 在设计中，发现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过程通常

相互结合，在发现新规律、新事物、新现象的同时即为

激发灵感产生新造物计划的开始。当两种或两种以上元

素在大脑中得到反映的时候，设计师们就可以通过某些

研究发现这些元素之间的规律，而在这个过程中，创造

性思维可能已经启动。

3. 想象在设计思维中的作用

古代哲学家很早就把想象力看作人类认识自我的一

种心理机制。黑格尔曾说过：“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

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心理学通常认为：“想象力是人脑

对储存的表象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例如，

在读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柳宗元《江雪》）时，头脑中会浮现一幅画，

有远景，有近景，有山水，有人物，动中有静，静中有

动，广阔辽远，安谧冷寂，天地间完全被白花花的大雪

所笼罩，飞鸟绝迹，渺无人烟，形成独特的意境 [2]。

设计思维的过程与其他思维过程一样，设计者在设

计的过程中思维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认识问题和明确提出问题。思维的起始过程源于解决问

题。问题就是矛盾，找出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发现矛盾的

过程。找出问题的本质，抓住核心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目

的。“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而且也是解决问题过

程的一种动力。例如，设计行为一开始就可能要提出有

关设计某产品意图的问题，因为设计是一种具有实用性

和功利价值的艺术造物活动，所以它的发生必须在一定

目的性的指导下进行。弄清设计意图为开展实际操作和

具体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国外有一种“五 W”和“一

H”的提问方式，即 what（设计什么）、who（为谁设计）、

when（为何时设计）、where（为何地设计）、why（为什

么要设计）和 How（如何设计）。只有明确了设计意图，

发现需要解决的矛盾，设计人员才有可能进行现有元素

的分析、比较、抽象、具体、概括和综合处理。设计思

维在这一阶段需要依赖以下三个条件：

（1）主体的活动积极性。设计者活动性越大，接触

面越广，越能发现和提出问题，也就是说设计者在平时

要多积累知识，多搜集素材，多观察事物。

（2）主体的求知欲。求知欲会促使设计者去猎取更

多的知识，来应用到自己的设计创意或作品中。

（3）主体的知识水平。设计者的经验知识与设计作

品的最终结果有着必然联系。知识缺乏不容易提出复杂

的问题，抓不住问题的主要矛盾，设计作品也必然没有

深度，平淡无奇。而钻得愈深，了解得愈多，提出的问

题才愈深刻、重要。比如，一些广告招贴，往往几句话

或几个图形就能反映社会的某一个问题。

第一阶段，分析提出问题的特点与条件。搜集与问

题有关的材料、信息等各类元素成为这个阶段的主要特

点。没有这个过程，问题是不可能被解决的，设计也不

可能进行下去。比如，在某一商业产品的设计中，设计

者应该获取客户、目标市场、品牌等等相关信息元素，

还要大量研究同类产品，然后从中处理出一系列正确元

素，并且与其他元素的特征结合。这个阶段需要用图形

和符号之类进行视觉上和结构上的问题分析，还需要清

楚用什么概念来整理问题。

第二阶段，提出假设，考虑解答方法。解决问题的

关键是找出解决方案，即解决问题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这就需要提出假设。假设是科学性设计思维的侦察兵，

在认识中起着重要作用。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

维这，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设”。虽然设计并非纯科学形

式，但毕竟是科学与艺术的有机结合，因此提出假设也

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一般情况下，设计者将已基本

确立的多元素进行有机归纳，在大脑中用假设的形式进

行综合。这种假设可以是开放性和多元性的，并不是明

确的最终方案。

第三阶段，检验假设。验证假设是设计思维的最后

阶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设计领域，通过反馈意

见以及实际操作证明为可行的话，那么假设是正确的；反

之，假设若有误，就需要寻找新方法、新途径重提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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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是哪一阶段，设计者都应努力发挥想象

力和创造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现存元素，寻找一切可

能与设计目的和要求相符之形象的契机。

4.绘画性素描艺术越向前发展，物质因素会越下降，

精神因素会越上升；设计素描越向前发展，则越是与其专

业特性与特点紧密结合，而更为注重用“物质的因素”来

提高与丰富其造型效果，拓展与创新其造型范围等。

通过这四个主要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认

为，设计素描与绘画性素描二者无论是在其造型起点、

过程、终点上，还是在其造型的功能、思维、方法、特

点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区别 [3]。

三、结束语

设计思维在思考及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设计者在

创造的过程中不仅要感知客观事物，分析现存元素，而

且还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思考过程掌握元素的本质和规律。

不善于运用设计思维就不易发挥创造能力，在设计中也

不易处理好各种课题。因此，在合理的条件下应该努力

培养设计思维能力，使其能有效掌握从新观点、新角度

去思考问题，摆脱偏见的科学性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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