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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设计专题研究

论当代设计对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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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在艺术设计中运用的成败得失，强调需要将直接借用其形式转向以理

解和灵活运用为特征的借鉴，并从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层面论述了这种借鉴活动的可行路径与必备原则，以提

高这一经典艺术形式在中国当代设计实践中的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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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Mondrian classic in the art design, it made the emphasis on changing

the direct borrow way into the borrow way based on understanding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and demonstrated the feasible

path and essential princip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this form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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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画家皮耶特·蒙德里安（1872—1944）是现代

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也是与俄国构成主义齐名

的现代艺术设计运动——荷兰风格派的代表人物。

蒙德里安经过长期探索，创作出以垂直、平行2种线条

和红、黄、蓝、黑、白、灰几种基本色彩组构而成的一系

列经典作品，如《红、黄、蓝的构图》、《场景 2》等，为现

代艺术进入一个全新历史阶段做出了重大贡献。

就形式而言，以《红、黄、蓝的构图》为代表的这些

画作，构图和色彩搭配均经过科学缜密的安排，简洁

且富于形式美感。因此自诞生以来，这些作品本身或

极为相近的艺术形式广泛为平面、建筑、服装等领域

的设计师直接采用，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为现代设

计史所罕见。

但是，从近年来包括包装装潢设计、展示设计在

内的多领域艺术设计实践情况来看，对蒙德里安经典

作品过多的、不适宜的直接借用偏多，在理解其内容

与精髓基础上的灵活运用或创新运用太少，造成各设

计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雷同作品案例，制约了部

分领域内中国艺术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实践领域的困局反映了现有理论研究的欠缺，目

前对蒙德里安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纯艺术或视觉心

理层面，从设计应用角度进行的分析研究尚显不足。

本文从应用于设计实践的角度，通过分析《红、黄、蓝

的构图》、《场景 2》等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造型法则，

强调在理解其形式美感成因与主题内容的前提下借

鉴这种形式的必要性。这一研究可以帮助部分领域

的艺术设计活动从对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机械摹仿

阶段跨越到理解并灵活运用的阶段，使这一极具国际

性与时代感的艺术形式更好地为中国艺术设计综合

水平提高而服务。

1 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源流

现今为人熟知的蒙德里安经典作品主要创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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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30年代，其产生过程脉络比较清晰。1911

年，在阿姆斯特丹国立美术学院接受过系统学院派训

练的蒙德里安来到巴黎，逐步接触到立体主义，并受

毕加索等人影响逐步放弃描绘自然转而开始强调形

体构成。从 1914年起，蒙德里安逐步超越立体主义，

竭力简化和提纯画面的抽象元素，排除曲线，画面完

全是由直线和横线分隔开的矩形，以表达其追求的

“造型性”。1915年蒙德里安的过渡期作品《海堤与海

构图十号》和 1914—1915年创作的《椭圆中的色方

块》，开始将造型引向一种垂直和水平的几何型，其经

典期风格渐露雏形。

1915年，正在寻求形式突破的蒙德里安与荷兰通

舍恩·迈克斯结识，后者曾撰专著论述线的象征意义
和宇宙的数学结构,特别是认为物质世界中几乎所有

概念都可以由垂直和水平2种线条以及红、黄、蓝三原

色组成。受其影响，蒙德里安开始在画作中摒弃曲

线，将元素简化和提炼到极致，从而开创了其经典的

几何抽象图式：三原色与黑、白、灰，都由水平和垂直

的线条组成的网格组织起来。通过这种形式，蒙德里

安利用垂直线条和水平线条间的动态平衡，以及最基

本的色相，创作出了《场景 2》（1921—1925年）、《红、

黄、蓝的构图》（1930年）等最具典型性并为后人运用

最多的一系列作品。

经常为人所忽略的是这些作品本身由形式与内

容相统一的艺术品，它们反映了蒙德里安对宇宙万物

的哲学思考。蒙德里安本人并非是为现代设计提供

一种可资利用的形式而创作这些作品的，当然他也并

不排斥这一前景。就像阿纳森所言：“他的最终目的，

并不是通过消除可以辨识的主题，去创造抽象结构。

像风格派的其他成员一样，（蒙德里安）也认识到他们

的抽象原则是可以用于新建筑，以及各个领域之中的

纯设计的新概念

[1]

。”之所以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得到后

世设计师更多的运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稳定且富

于逻辑的形式结构比其他风格派成员的作品更便于

在设计中运用，也更容易产生明显的效果。

2 现代设计对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借用

最早受到蒙德里安影响的设计作品大多出自风

格派成员之手，比如一系列《风格》（《De Stijil》）杂志的

封面设计，简约明快，带有鲜明的几何风格，成为现代

平面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一。风格派成员——建筑师、

家具设计师里特维尔德在蒙德里安影响下设计的红

蓝椅，因其对功能的优先考虑和工业美学的体现，并

对后世工业设计产生深刻影响。需要看到，由于共处

同一时代背景下，风格派成员在自己的设计实践中大

多是在理解蒙德里安作品精神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其

形式，但这一潮流随着蒙德里安个人风格的转型和风

格派解体而中断。

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设计师开始在更多领域

重新运用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形式，尤以法国时装设

计大师伊夫·圣洛朗1965年推出的一系列女士短裙为

代表。这一系列服装剪裁流畅简洁，直接装饰以完整

或有微小变动的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形式，明快的红、

黄、蓝、白色彩与几何图案为该系列女装打上鲜明时

尚烙印，获得巨大成功。在建筑领域，法国建筑设计

师简?诺沃尔在纽约设计的 23层大厦，幕墙设计完全

采用带有鲜明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特征的几何感设计，

形式丰富，色彩多变，别具特色。类似的成功案例也

广泛存在于平面设计、包装装潢和公共艺术等领域。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些获得巨大艺术、

商业成功的案例中，欧美设计师往往“借用”蒙德里安

经典作品的形式，即将其形式与内容剥离后单独直接

运用，并有意无意地忽略其内容，从而使这些艺术品

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装饰，用以衬托同样具有现代

特征的设计主体。在个别情况下，对蒙德里安经典作

品形式的直接借用成为一种向大师致敬的手段，设计

师更多关注借用形式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而非借用

形式后取得的效果。

3 如何由借用走向借鉴

直接借用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形式取得的设计成

功案例固然很多，但其可复制性值得商榷，如果仔细

分析不难发现三点规律：首先，这些成功者往往是在

服装、建筑等特定领域中率先借用这种形式，占据先

发优势；其次这些设计师大多出自欧美，在文化背景

上与蒙德里安相通；最后，这些设计师往往已经具有

知名度，他们对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直接借用更多被

视为职业生涯中的自我突破，而非从默默无闻到一举

成名的契机。

因此，在不具备上述几个条件的情况下，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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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直接借用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形式很难再获

得巨大成功，甚至会在越走越窄的将蒙德里安经典作

品片断化和装饰化之路上，进一步出现将其庸俗化的

征兆，即不考虑设计作品的应用环境，违背形式和艺

术规律地无节制直接借用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形式。

类似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艺术设计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并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作用。

在当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利用蒙德里安经典作

品为不同领域的艺术设计实践服务，除了设计师的自

身实践探索，还需要从理论高度深化对蒙德里安经典

作品的系统认识，利用科学理论指导这一从借用蒙德

里安经典作品形式走向借鉴其形式与内容的进程。

就设计应用而言，这种借鉴的核心思想就是从模仿走

向理解，从机械运用走向灵活运用。下面所指的借

鉴，皆带有理解和灵活运用两层含义。

4 如何从形式分析的角度借鉴

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与文化背景的欣赏者

普遍能够从观照蒙德里安经典作品中获得视觉美

感。这种美感并非产生于偶然，而是经过艺术家的审

慎安排产生的。分析这种视觉美感产生的机制，是在

设计中借鉴这种艺术形式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现

有的形式分析文本往往偏重学术性，比如阿纳森在

《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的分析：“《场景 2》(1921—1925)

中，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程式……在这幅画中，每一

构成要素都从视觉感应上摆在适当的位置。结构和

微妙的色块配置造成的某些奇怪的视觉现象，使灰色

块象红或黄色块一样肯定，它们既前进又退缩。无论

从哪个意义上说，这幅绘画都不是平面的。每一构成

要素都牢牢地占据适当的位置．处于极为紧张的状

态中

[1]

。”

以上面这段分析作为理解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并

运用于具体设计过程的技术指导显然过于艰深，但如

果以目前被广泛使用的，由德国费希纳总结的 9种美

的基本形式原理：“反复、交替、节奏、渐变、比例、对

称、均衡、对比、调和、支配、从属及统一。”来分析这些

画作，显然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几乎完全具备，下面简

单分析几点。

4.1 均衡

视觉上均衡的艺术品往往能给人带来庄重、威

严和典雅的视觉与心理效果，这种美感的形成取决

于其观照者内在的审美心理因素，德国雕塑家希尔

德勃兰特曾在《造型艺术的形式问题》中这样分析：

“由于我们垂直于地面的姿势和双眼的水平位置这 2

个基本方向理所当然地比任何别的方向更为重要，

所有其余的方向我们都是根据竖直方向和水平方向

来理解、判断和测量的……因此，一切以这种水平的

或竖直的姿势存在的东西容易给眼睛造成一种统一

的印象。按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艺术品中的东西给整

个结构以稳定感

[2]

。”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均衡美感

首先来自垂直与平行线条的广泛使用，其次来自经

这些线条分割后的形体总面积在上下左右不同方向

上的大致相等。

4.2 比例

黄金分割是设计中应用较多的比例模式。如果

观察《场景 2》等蒙德里安经典作品，不难发现大多数

水平线段与垂直线段的交叉点，都将该水平线段或垂

直线段按照黄金律进行了分隔，使其中一部分对于全

部的比等于其余一部分对于这部分的比。大量符合

黄金分割比例的线段存在，是蒙德里安经典作品视觉

美感的重要来源。

4.3 对比

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的各个局部普遍存在尺度对

比和色彩对比。就前者而言，蒙德里安画作中相邻的

体块往往具有尺度上的大小对比特征；就后者而言，

在只使用 6种基本色彩的情况下，蒙德里安巧妙实现

了所有相邻色块都具有强烈明度对比的安排，如红与

黑、黑与白等。对比关系的普遍存在使蒙德里安的经

典作品摆脱沉闷，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4.4 支配

在蒙德里安经典作品中，普遍存在一个或一组尺

度较大、色彩鲜明的体块，如《红、黄、蓝的构图》中的

红色正方色块。这种体块往往占据构图的支配地位，

使整幅构图带有主次明确的视觉美感。

4.5 统一

蒙德里安经典作品中的统一视觉观感不但由线

段方向上的一致产生，还取决于体块尺度的内在关

系。尤其像《场景 2》这样的画作，不同色彩的体块往

往是整幅画面经等形分割和等量分割后的结果，互相

存在尺度上的逻辑联系，这一点正是蒙德里安画作具

有强烈统一视觉观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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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系统思维

上面简单列举了有限几种蒙德里安画作的视觉

美感成因，但部分设计实例表明并非孤立掌握这几条

准则就能创作出达到或接近蒙德里安艺术水平的作

品。究其根本是蒙德里安在创作过程中，不论是所有

色块与线条的排列，还是各种形式法则的运用，都秉

持着严谨的科学精神，遵循了系统思维，充分考虑了

系统中每一个个体，如线条、色块变化后对其他个体

以及最终对整体可能造成的影响。这种系统思维正

是在设计实践中借鉴蒙德里安经典作品形式美感成

因的住要因素。

5 如何从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角度借鉴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重点，

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也不存在无内容的形式，匈牙

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指出：“形
式与内容的交互性、不可分割性并由此而产生的反

同一性组成了两者的悖论关系。在它们的发展过程

中，形式和内容总是相互刺激，相互促进

[3]

。”蒙德里

安的经典作品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艺术又

不乏理性，是科学又充满激情。机械照搬蒙德里安

经典作品形式的设计行为无法达到这一高度，只能

空有其表。阿恩海姆在谈到包括蒙德里安在内的现

代派艺术家时说过：“这些抽象的艺术形象，却能够

直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不管它多么抽象，只要它

保留了那种与科学公式不同的艺术感染力，就是有

效的表现形式

[4]

。”

因此，要想在设计中灵活运用蒙德里安经典作品

形式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艺术感染力，必须透过形式

理解这一系列作品的主题内容。这并不意味着重拾

神秘主义与原始主义的世界观，而是要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重温蒙德里安绘画的心理状态，韩庆林先生对此

的表述：“蒙德里安摆脱了混乱而嘈杂的物质世界的

困扰与束缚，在使自己建立起完美自足的视觉世界的

同时，也为最终达到纯净平衡的心理世界作好了注脚

[5]

。”如何在快节奏和高度商业化的氛围中保持相近的

心理境界，正是设计师真正理解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精

髓并灵活运用其形式的关键所在。建筑师Krueck和

Sexton在芝加哥设计的“砖与玻璃住宅”正是这一领域

的范例，设计师“用偏离中心的黄柱、垂直开的纵窗等

创造了一种‘蒙德里安’式的诗化的几何学立面

[6]

。”其

借鉴自蒙德里安画作的外观与内部空间分割达到了

高度和谐的程度，带给观众和使用者纯净安宁的心理

感受。设计师借鉴蒙德里安经典作品精髓而非单纯

借用其形式的设计行为取得了高度成功，这种设计方

法本身也具有在建筑、景观和公共艺术领域广泛使用

的开放性。

6 结语

综合来看，只有在理解蒙德里安经典作品视觉

美感成因的基础上，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

而非仅仅将这种形式作为装饰元素使用，才能更好

地理解和灵活运用这种形式为当代中国艺术设计实

践服务，真正做到“探索和研究一套科学理性而又规

律化的设计方法，解决丰富而具体的设计问题

[7]

。”最

终使设计作品既具有恒久的形式审美价值，又能够

与使用者产生心理共鸣，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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