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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調創造精神，培養獨創能力
在高等工藝美術學院參觀時，我們重點了解了染織專業。根據院長介 

紹，該院染織專業的教學目的是培養具有豐富的創造能力和想象能力，懂 

得設計方式又善於理解流行趨勢並引導社會消費的人才°善於運用染織 

工業產品和手工藝紡織設計，以帶給人們審美的空間，如環境裝飾面料' 

床上用品、服裝面料等。還要具有對文化和時代潮流有分寸感的表現° 

設計中旣有個性，又能根據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社會需求的變化革新自己 

的想法，使其成爲有個性又有社會性的設計人才。

關於染織專業學生畢業後的就業問題，我們詢問了院長夫人，她說前 

幾年法國染織市場發展緩慢，現在又重新活躍起來。因爲以創造性的設計 

爲軸心決定著企業間競爭與存亡的關鍵，社會對染織設計人材也就需要 

了。畢業生前往的單位有以染織'服裝風格硏究爲主的硏究所，再就是 

生產單位等。
要培養這樣的人材，相應的教學手段必然是豐富多彩的。在染織專業 

一年級教室，正在上色彩課，全班25位學生（其中五名是來自日本和非洲 

的）。他們在畫板和壇面上鋪開全開的紙 ' 畫著不同風格，不同色調的 

畫，有的如四方連續，有的又象單獨紋樣，還有非常寫實的有枝有葉有果 

實的畫面……原來學生是按一組擺有橄欖 ' 杏、枝條及各色襯布的靜物 

在進行色彩練習。在啓發講解時，教師朗誦法國詩人關於杏和橄欖的詩 

句，並譲學生品嚐水果的滋味，最後畫出一張組合的色彩畫，要求根據它 

們的形、色、味和各人的感受與理解想象進行表現，因此，每個學生的畫 

面没有重復。不是單純的色彩學生，不是客觀的描繪對象，而是在教師的 

指導下，啓發學生的想象,按自己主觀感受到的進行表現，它反映學生的 

才能不僅在色彩表現上，也包括了各方面的修養，並顯示了學生的個性°

三、 90年代------個生態保護的年代、"環保意識”是法國工藝美術教

育的重大主題
91年我訪問巨伯海工藝美院時，該院院長將歷年來服裝考試的試卷抱 

出一大堆，並介紹每年的試題。其中有"以環境保護爲主題，設計一對青 

年男女的十套服裝”。考生用了極好的構思，恰如其分的表現了這一主 

題。"保持大自然的原味”是90年代全世界的共同呼聲 '設計界提出了： 

“綠色主張重塑綠意空間”。設計中重視資源的回收與再生利用，作爲現 

代工藝美術教育進行設計的重要指導思想。我們在參觀幾所工藝美匹設 

計教學時就感受到這一點。如染織系的一位女生在編織機前編織一幅很 

漂亮的黝黑色閃閃發光的織物，仔細看其經緯線 ' 經線是尼龍絲，緯線則 

是裝垃圾用的黑色塑料袋剪成長條狀，編織後被擠壓轉折呈現出閃閃的 

澤。一種新的織物就這樣誕生了。

今年春天，倫敦服裝學院一位女生的一套以白色嗯料薄膜做成的晩禮 

服獲得大獎，除了作品本身的魅力外，還在於它適應了當前人們關心著的 

資源回收與利用的追求。（因爲當前廢舊塑料對環境的污染成了一大公 

害）。在巨伯海工藝美院參觀時'教師提出的要求是按各種植物的表面特 

徵設計紡織面料。一位學生正模仿草莓的表面特點、用蠟在紅底色紙上 

做出凹凸的草莓狀，做出紅色有泡而發光的画料。正是這種對自然美的追 

求，產生了仿樹皮紋、仿蛇皮狀 ' 娜蜴紋、岩石斑紋'葉脈紋等面料應運 

而生。難怪法國紡織面料肌理變化是那麼豐富，都圍繞著一個主題一一回 

歸自然。

引導學生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愛惜資源、' 重視功能' 節 

約消費成了設計中的時尚。在環藝系的教學中亦提出諸如"將一個工廠 

庫房改建爲一個俱樂部”的設計方案。德國一所美術學院工業設計專業 

入學考試的試題是："利用一個壞了的椅子重新設計爲一件有用的傢 

具”（據黃佳老師的介紹）。

由生態平衡而引伸在織物設計中的稱爲"生態素材” Z圖案多爲未 

受污染的南半球熱帶林園或原始的地域性文化，民俗民間圖案,色彩多爲 

原柿、麻絲的本白色（乳白色）或再生紙的咖啡色，服裝上的手工藝縷空 

編織，結繩……都將人們帶入大自然的懷抱之中。

四' 聯繫實際，貼近生產，強調動手能力

學院非常重視工藝實習。要求學生在校期間具有使用各種材料的能 

力和掌握一定的製作技巧。學校一'二樓一般都是實習車間，每個車間都 

有不少學生熱心製作自己的作品。學校爲他們提供方便，促使學生在學習 

期間就貼近生產，貼近社會的需要。陶瓷車間有六、七個高大的電爐和兩 

個炭爐，學生們自己操作燒製出不少陶瓷器皿。另有十幾個學生正在看教 

師翻製和上釉。院長找出學生燒製好的在雞尾酒會上用的一套杯盤，津津 

有味的介紹它如何實用，一支手可以穩穩當鳖的端著杯盤，空出另一支手 

還可以與別人握手、交談。這套酒具造型新穎，流線型的簡潔線條，給人 

以輕快美。我們參觀了玻璃鑲嵌實習室，從修復' 製作教堂内傳統的玻璃 

畫到製作各種抽象變形的玻璃畫。從以雙層鉛條製成几何型，自然形的骨 

架，到玻璃的劃製，浮雕形的燒製，都是在教師指導下完成的。這是法國 

的傳統工藝，巴黎聖母院及各地許多古老大教堂内的彩色玻璃構成了色彩 

絢麗的世界，十分吸引人。工藝手段極其豐富，把它運用於現代環境，前 

途廣闊。因此，列入了學院的重要教學内容。

到壁掛實習室，兩位女生正在動手編織。一位韓國的女生編的一幅叫 

"根”的壁掛很美。用金黃色的細銅絲織成大面積的底紋上、盤根錯節 

的"根”是用藍色的纖維編成。學生通過自己動手實習，不僅學習製作的

技藝，重要的還在於辨別，提高對各種材料的審美能力和構思能力。發現 

不同材料的美，根據材料的特徵，恰當的構想設計和使用。"材美工巧” 

是設計的最高境界。要能做到這點必須自己動手，才能理解個中之味。

五、 空間意識和體積觀念的培養

在底樓一間不大的教室内，一位50多歲的男教師正在上雕塑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