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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 ! !我比较感兴趣在多种艺术媒介的研究和
交杂中思考，不同的创作手法与媒介的运用
常能颠覆经验中已储存的模式，不同媒介有
助于思想穿越，时而碰撞出意外或惊喜。在我
看来，画家首先需要成为艺术家，他不只是熟
练于描述表现或再现的技术，而应该是将创
作活动遍及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不仅在视
觉艺术和非视觉艺术，探求完美的形式和新
的思想。从最广泛的意义说来，艺术就是超出
生存的基本需要之外的一项活动。从这个角
度，设计是从属于艺术活动这个大概念的。

!极多主义"拯救大面积住宅

新完成的某大面积私邸改建，相当于在
一张平庸的画面上再创造翻新，其难度远超
过一张白纸。原精装空间属于新古典语境，有
豪华之名，却难负与其价值相当的审美理想
与实际功用。与主人达成了不大改原装为的
共识后，不大敲大动，重新对其软装设计进行
配置，颇为考验设计师的修为。

对于东方人而言，生搬硬套西方难免会
遭遇尴尬。如何打通中西文化脉搏的设计风
格，通过软装来转换语言、融通古今，在当代
多元审美的语境下激活空间，使空间重现令
居者愉悦而舒适的典雅，是我着力要解决的
问题。

我觉得西方的艺术越来越接受了东方文
化影响，特别是禅宗文化的影响。极简主义也
受到东方文化禅的影响，“无”成为了主题，这
与中国绘画有着共同之道。

多元时代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多元混搭，
极多主义是相对极少主义的，以积“极简”而
成“极繁”，比如空间隔断结构元素来自东方
文化，每个独立的元素形式极为简洁，通过重
复再重复，简单的符号堆积成强大的信息量，
一丝若隐若现的东方神韵染尽空间。

在友人黄先生的住宅中，我较多地使用
了极多主义手法，弱化对称的，有过多表面雕
饰的古典语境，以秩序为规范的文法与句法，
转换成以面元素为主题的整合空间，消融线
条的比例和秩序，转换为独立平面为主导的
视觉空间。

现代艺术视媒介作为绘画艺术存在的本
体，对媒介的关注是从绘画本身理解绘画的
基本前提。对绘画的欣赏不完全是对内容和
形式的欣赏，更重要是对媒介的欣赏。一种材
料完全消融到表现内容中，如果材料没有在
艺术语境中显现，就是媒介的缺场。设计师要
做的就是尊重材料的本性，去伪饰，返朴真，
尊重不同材料的本性。我不欣赏将一种材料
模仿另外一种材料。选择适当的材料和色彩，
常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垂直面设计选择了低反光度的、低饱和
度、不同明暗的纽约灰法国 !"#$#% 壁纸，极多
主义、工业化、自然化的水平砖纹，非常具有
当代审美的触摸感觉，恰与原空间的米白的
垂直线护墙的细腻成为矩阵纵横的差异组
成，使古典穿越了岁月，外材内用的幻觉同时
延伸了室内空间。

以客厅为例，靠窗主墙 &"#$#% 灰砖与
'($)**# 纽约灰沙发的软皮、印度手工米灰羊
毛地毯和谐绝配，各种不同反光度的灰色抱
枕增加了整个色质的丰裕，鹅黄印度羊毛手

工抱枕点睛出整个系列，使之优雅又具轻松
的格调。禅意摆设置于意大利黑色高反光大
几，这成为整个客厅的最重的部分。虽然是混
搭语境，也非随意堆叠。讲究色彩的沉稳，不
同的暖灰色，浅咖啡自然编织的搭毯、暗栗、
鲜黄、深黑灰处处暗示着低调的奢华。

风情恬淡的、丰裕兼质朴的印度手工地
毯积“极简而繁”，地面与立面相融于气场合
拍和文品风雅的暗喜。家具配置来自意大利
顶级设计的 '+$)**, 、-(.$/0,。极多主义也运
用并体现在“文化叠加”上，不同文化与不同
时代元素的混搭突显空间的生动有趣，营造
了东情西韵的境界。

中国绘画的空间调度术

老子曾有凿户以为牗，有室之用的空间
理论，换言之，空间乃是建筑最为核心的元
素。在室内设计的范畴，空间的谋篇布局、功
能安排以及美学表现与传统绘画的立意为
象、计白当黑、经营位置等表现方法有着相互
援用的种种联系，有一些古为今用的“法则”
至今仍能解决现代居住中的问题。
自 12 世纪以来，建筑设计将空间作为设

计的主题。室内建筑也越来越摒除了多余的
装饰，所有的材质服务于空间的营造，空间从

视觉具象向视觉抽象转化。空间并也需要通
过层次、明暗交叠得到暗示。

东方文化更擅长阴翳之美。谷崎润一郎
说：“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与物与物
产生的阴翳的波纹和明暗之中，明珠置于暗
处方能大方光彩，宝石匍露于阳光下则失去
魅力”。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也是在幽暗的照明
下呈现，物置于朦胧微明之中，才能真正显现
其美。
俨然，这都是人造光源的设计来源。
中国绘画一直是“以虚驭实”的，为了精

神空间得以完美与简洁，宁可放弃形象的“幻
觉”描摹。毋庸置疑，中国绘画从开始就抑制
幻觉真实，特点是集中意识到运行笔迹而附
带地意识到图像。

中国绘画擅长以藏露手法暗示空间，妙
在以少胜多的独门武功，通过部分的隐秘来
驱动观者的想象力，是一门借亏蔽而启动了
互动想象的绝活。如借一片云，隐去一座山；
或借几棵树，隐去几里云山。《画荃析览》论
及：“楼阁宜巧藏半面，桥梁勿全见两头，远帆
无舟，往来必辨，远屋唯脊”。《清明上河图》中
有一段汴梁的城门，画家所画的骆驼队，设计
在出城门的一刹那，画面所见只是二只半骆
驼，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数只，这便是藏的妙，
底气十足时，藏的妙时也是显。

空间设计也经常利用亏蔽手法显现空间
层次的丰富，层次的繁复增强了空间的想象
力。在艺术处理上，使得有知数变成未知数，
在相同的场域，感觉阴阳穿插，妙语落处顿是
凭白无中生有了“空间”。

以前，传统的空间构成来自人伦文化，比
较强调主宾关系，宾主不可逆反，相互还要呼
应。印刷术开启了复制时代，也是真正的信息
开始广泛传播的时代。当代的空间关系已经
完全刷新了整体的“一统性”。于是，有时单个
事物就代表了这一类事物的总体，细节中体
现整体，个体就是整体、差异就是存在。

艺术家与设计师的思考模式没有太大不
同，只是创作手法和媒介的不同。最重要的，
需要通过语言的转向，对于形式与内容的重
新认识。

中国绘画论有熟中求生之说。拉斯金也
认为，细细描摹、涂画的行为能够让绘画者的
知觉变得更为敏锐。

美是人的心情和身体感受到舒服的某种
存在，美是精神的产物，有时难以言表，所谓
美，与其说是视觉上的美丽，不如说是由心里
产生出的光辉，审美意识许多层面来自于哲
学视野。

回到初心，保持艺术感觉的新鲜，使创作
无拘无束地释放。作为画家，擅长的可能是在
色彩线条的把玩度，以及对视觉质感的敏感
度。要理解的是，一种质感只有在与触觉上的
表面特征密切有关时，才显现出不凡的视觉
质感。如刚柔对比，粗细对比，虚实对比、明暗
对比，质感特征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这些
经验互相借鉴于绘画与设计中。

格林伯格说：“每一种艺术独特而又恰当
的能力范围正好与其媒介的性质中所有独特
的东西相一致”。做设计时，你其实就是在生
活中分享美。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当一
个人对自己的任何行为不作区分的时候，他
的生命会因此而丰满。

艺术与设计原
本是人类文明史上
同源而生的双生花，
而后因造物文化的
日渐发达而有所分
工。近年来，随着物
质日渐丰盛，人们的
审美视野变得开阔，
艺术与设计的关系
又如两条交汇的铁
轨，擦出新的火花。

线条圆秀苍劲，清逸横生，
艺术家陆大同先生的水墨小品
浑朴潇洒又明朗秀健，古意中透
露出简约、现代的气息。幼承庭

训，早年旅居澳门并
饱读西方文史哲典
籍，令他对中国传统
和西方文化都有着
鞭辟入里的理解。他
认为如何建立与外
部世界的关系是艺
术当下要解决的问
题，在这样的情况
下，设计与艺术已密
不可分。

尽管已不再以设计师的身
份示人，此次我们将通过陆大同
先生所做的一个软装设计案例，
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编者

恢恢之大
山水之间
一位艺术家的设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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