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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造型设计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近代工

业的发展而日新月异的变化着，随着人们的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工业产品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一方

面要求工业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对工业产品的形

态（外形）和色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产品的形

态和色彩直接影响到工业产品的销售问题。

工业造型设计的目的是借助美学手段来提高

产品的外形、色彩、装饰方面的质量，从而增强产品

市场竞争力。对工业造型设计中形态的了解和研究

的重要性是一目了然的，科学与美学的结合，在工

业产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要掌握工业造型设计，首先是对造型设计的

“形态”进行研究。“形态”到底是什么呢？“形态”主

要是指物体的姿态、模样、形状的意思。按照视觉心

理的定义，“形”的意思取决人们从“形”本身及周围

环境所联想的事物的整体模样。形态和周围的环境

有很大联系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态具有

自身的特征和性质，圆的就是圆的、方的就是方的。

形态在理论上可以分为理念的形态和现实的

形态两种。现实的形态是指自然原有的形态；理念

的形态是相对现实的形态而言的，它是指人工的，

纯粹抽象化的形态。

理念的形态在工业造型设计中应用相当广泛，

要掌握造型设计必须学习理念形态这门学科中的

“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平面构成”和“立体构

成”是学习造型设计的基础学科和必修课。如何创

造形态？怎样处理形态与形态之间的联系？如何掌

握美的形式规律，并按照美的形式法则创造设计所

需要的形态，提高创造形态的能力？这一些问题在

“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中都有大量的解决方法。

理念形态（抽象形态）的基本形式有点、线、面、

体这四种形式，下面逐一说明。

一、点
平面构成中对点的定义是这样的：“点是只有位

置而没有大小的，点是线的开端和终结，是两线的相

交处。”点是具有空间位置的视觉单位，单独存在的

点没有上下左右的方向性和连接性。但是点的连续

排列则可以形成线和面。

&、点的形状：点的形状在理论上是一个无限小

的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是小到能感觉到的点，什么

形状都是可以的，例如：三角形、正方形，星形、长方

形等。

!、点的大小：点的大小与周围的环境有很大关

系，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天空中的一只飞鸟，都会

给人一种点的感觉，但是点应该是有一定大小的，其

评定标准是其大小不能超越人的视觉单位“点”的限

度，如超越在我们的感觉中就是“面”或“形”了。

二、线

线的定义：线是点运动的轨迹，是面的边缘或面

的分界处。

线的粗细：线的粗细是由点大小所决定的，它的

宽度必须比长度小得多，否则就失去了线的性质而

为面。

线的形状：直线和曲线是所有线形的代表。

线的特征：直线可以表现出力量强的特征，直线

也有静的感觉)垂直线可表现庄重和升降，水平线表

现静止，曲线表现轻快的感觉，斜线则有飞跃、向上

运动等感觉。

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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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定义：面是线运动的轨迹。

面的种类：直线形、曲线形、自由曲线、偶然形。

面的特征：直线形呈现安全的秩序感，曲线形

具有柔软和自由安定的特点，自由线在心理上产生

柔软、自由、轻快、活泼多变的感觉。偶然形有朴素、

自然的特点。

四、体
体的定义：体是由各种面构成的；

体 的 种 类 ：!几 何 形 态 的 体 ：包 括 球 体 、立 方

体、圆锥、棱锥、圆柱体、棱柱体等。"自然形成的体

包括自然界中存在着的所有纯粹形态的立体。

体的性格特征：立方体给人稳固、力度等心理

感觉，三棱锥给人稳定、坚硬的感觉，圆锥体产生一

种支撑、积极向上的感觉。

基本形态是点、线、面、体，这四种基本形态的

构成、组合有一些基本的方法。

所谓构成是指组织结构，构成的基本方法是以

分割和积聚为原理而形成的。另外，这两种基本方

法可以演化出渐变构成，对比构成、特异构成等方

式。

（一）分割

分割是以被分割物为前提来考虑的，分割物主

要有线、面、体、空间这几种。

!、线的分割

线的分割在设计中主要起作用的是线段的大

小分割。线的分割是将线的长度分成几份，如黄金

分割!："、!：#，或自由分割等形式，尺寸的分割也是

一种线的分割，电风扇中的设计广泛运用了线的分

割这样一种构成方式。

"、面的分割

面的分割是一种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应用极其

广泛的方法，墙面上挂的画，报纸上的图片，版面设

计和广告画，装修中的吊顶，书籍的封面，在平面设

计图中广泛使用。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等三视图

也是对面的一种分割，康定斯基的作品，蒙德里安

的作品都是在平面上进行的面的分割，在这些作品

中，我们可以看出面的分割在绘画构图中的应用。

分割后产生的形态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就拿一

个正方形来说，分割的方式多种多样。$、首先一种

是从竖向的方向对这个正方形进行分割；%、其次我

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横向分割；&、也可以进行对角线

分割；然后可以把这三种方式交叉使用，如$和%，%
和&或$、%、&；%、%、&等方式，再结合分割比例，例

如! ’ (分割，! ’ )分割等，一个正方形在分割下可以呈

现的面貌就非常多了，这种面的分割还可以结合曲

线，自由曲线，直线加曲线等方式，它的丰富性是可

想而知的。

(、立体的分割

工业造型设计更多运用的是立体的效果，所以

在造型设计中立体分割的方式是运用非常广泛的。

在生活中我们吃的桔子、广柑就是一种球体的分割，

吃西瓜时的切割也是对立体的一种分割，断面的形

状也往往随切断面的角度和形状而不同。

)、空间分割

空间分割主要是用面来进行的，比如书桌的桌

面，书架用的面板，建筑中的墙面，屏风等就是根据

人的需要对空间进行的有目的分割，分割以后人们

利用空间部分的实例，对空间的分割，运用最多的是

用面来对空间进行分割，但也有用体或线来进行分

割的，如鸟笼就是用线对空间进行的一种分割。

（二）积聚

积聚的具体方式是：群化、重复、渐变、密集、结

集等。积聚是以单体的形态为前提的，我们从点、线、

面、体这四种方式来探讨关于积聚的问题。

!、点的积聚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用点来表现的事物很多，盲

人使用的盲文，钮扣上的圆孔，中国画中的树叶、点

苔、空中的飞鸟等都是点的积聚实例。

"、线的积聚

广告、包装、标志、商标等设计中，线的聚集运用

极为广泛，如利用变换方向的曲线形成的动感和韵

律感、空间感，利用直线的粗细变化形成的音乐会招

贴广告，国画中的水纹等都是线的积聚。

(、面的积聚

面的积聚在图案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如二方连

续图案，四方连续图案，都是将相同的平面图形作规

则方向的移动形成的。用一个基本形状进行连接配

置，所形成的新的图案也是很多的，这种图形一般会

产生新的图形，平面构成中的重复构成就是利用这

种方法在画面骨架中形成的。中国古代的游戏“七巧

板”，也是利用七块面板进行不同方式的组合来进行

多种图形变化的。

)、体的积聚

体的积聚在中国古代的智力游戏中就被运用

过，如孔明锁；中国的长城也是利用很多长方体的砖

积聚而成的；积木也是利用体的积聚来产生多种形

态的；在工业造型设计中，体的积聚的运用，可以产

生丰富的形态效果，在实践中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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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造型中的形态设计要大量使用体的积聚

与分割，工业造型设计是一种立体的设计，是一种

立体的人为形态，体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工业造型中的形态设计要大量使用点、线、面、

体这一些造型基本要素和构成方法。这样，通过反

复的实践，才能使这些造型基本要素和构成方法能

够自由运用。造型设计不可能停留在一种传统形态

上，利用这些知识，创造出一些更新的形态，一些更

适合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形态，从而改善人们

的生活质量，使工业产品不仅是日常用品，同时也是

艺术品；不仅仅是科学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实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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