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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國內的視覺傳達設計系的課程中，有

「構成」的科目，許多人透過這個科目知道了「構

成」。而在我的記憶中，是在大學時代，有一位日

本教授高橋正人的著作《構成》被翻譯在國內出

版，這是我接觸「構成」的第一次經驗，如今算

來大約是二十五年前左右的事了。至於「構成」

在國內被開始導入於設計教育中的時間，則推測

大約在民國五十年代，當時留學日本歸國的學生

們任教於大專院校，他們一方面把「構成」的內

容實施於教學中，同時也翻譯了「構成」相關的

書籍在國內出版，促使了「構成」在國內發展的

先機。

「構成」雖為道地的中國字，但是做為設計

或是藝術上的專門用語，卻是來自於日本，而在

一般人的經驗中，這個字彙似乎也並沒有什麼特

殊的意義，但在日本的設計或造形藝術的領域

中，這個字彙卻同時代表了一個獨立的學術領

域，這一點對國人來說，是很難從字面上去體會

其所代表之內涵與外延的意義。雖然「構成」在

國內的設計教育中已被實施，但是許多老師在教

授「構成」時，卻實施了各人不同的教材與教

法，反而造成了大家對「構成」認知的分歧。以

下便從各個面向來介紹什麼是「構成」。

一、構成是一門基礎學問

在大學之諸多研究或學科中，常有加上「基

礎」或「比較」之名稱者，如「基礎醫學」、「基

礎工學」、「比較文學」、「比較藝術」等等，是

用來區別學科的特色與研究的性質。因此，在此

所用的「基礎」一詞，也是如上述一般，具有學

術上的意義，通常是指與實用性或應用技術相對

之一種研究領域。

我曾經在一個演講會中聽過以下的故事。有

一位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他相信宇宙開始

之時有三個最基本的元素，但是為了尋找這三個

最基本的元素，必須花費昂貴的實驗設備經費及

空間，具有刪減經費預算權責的議員們問他：

「你這個實驗要花那麼多的錢，到底有什麼用

處？」這位科學家回答說：「不知道。」議員們

說：「既然不知道能有什麼用處，又要花費那麼

多經費，而且每當實驗進行時，附近的電力都會

因此停電一下，這個研究看來就不要做了。」當

然，這位科學家是國際級的，一個國家沒有經費

的預算，別的國家仍然提供他經費繼續執行他的

研究。

讓我們把問題再回到這個研究及三個基本元

素上。這個研究是屬於「基礎」的研究，這三個

元素不管是不是宇宙發生時之最基本的元素，這

個研究之所以會不知道有什麼用途，主要是指不

知道一般人所謂之有沒有「經濟利用價值」。「基

礎」的研究通常是不去預設這樣的目標的。但

是，如果這三個元素真的被找到了，而且也正如

科學家所預料的，是宇宙發生時的最基本的三個

元素，那麼，此項發現對於解釋宇宙的發生必定

會有許多更進一步的看法，而換一個角度來看，

對於解開人類生命的奧秘也會有更清楚的答案。



太空科學的成就可以瞭解宇宙，其目的也是

為了探討生命的發生，雖然在發展太空科學的過

程中，花費了龐大的經費、時間與人力，但也因

此開發了許多的新技術，尤其是在電訊上更提供

了許多的商機，也帶給了人們生活上許多的方

便，因此，「基礎」研究的特色是，它沒有清楚

的預設具有經濟利用的價值，但是在研究的過程

或成果中，也會自然而然的被應用於各個領域，

對於實用性的價值也經常的被開發出來。

日本教授高橋正人在其著作《構成》(1968年
出版)中有一段話：「⋯近二十年以前，在我的教
室中所研究的純粹幾何形態，在當時的設計上完

全沒有看到，今天卻成為極為大眾化的流行了。」

1正如「基礎科學」的情形一般，今天許多在設計

或造形藝術上的基礎研究，也被發揮至視覺、商

品、建築、環境等各項設計的領域及現代藝術的

諸多創作中。

雖然前面提到構成是一門「基礎」學問，但

是，做為一門基礎學科，畢竟也是因為有了「基礎」

的特色，所以才被冠上「基礎」兩字。而此時所謂

的「基礎」，正如蓋房子時的「地基」一般，要是

沒有「地基」，上面一層一層的房子不可能蓋得起

來，即使是有了「地基」，但卻因為偷工減料而沒

有把它做牢固，那麼一旦遇到了颱風、大雨、地震

時，將可能因為「地基」的破損而危及整棟大樓。

近些年來，由於擋土牆、連續壁的施工不徹底，使

得颱風帶來大雨時，造成了房屋、大樓的倒塌事

件，這些都是「地基」的問題。

基礎學科的特色，還可以從筆者個人的求學

經驗中加以說明。

筆者在日本筑波大學求學時期，曾為了研究

計畫的題目向指導教授朝倉直巳先生請益，當時

(1981年左右)筑波大學的「構成」學科裡正流行
「光構成」、「電腦構成」的研究與製作，筆者本

想選擇與這些主題相關的研究來做碩士論文的題

目，但是，朝倉教授卻不表贊同，他說，留學生

這些年來都選擇「新」的題目(光構成)，但是，這
些現在是新的技術並不表示以後還是新的，等到

你們回國之後，很可能又變成是舊的了，因此，

我希望你從「基礎」的方向去選擇研究題目，比

如說像「美的形式原理」，雖然是很普遍的東西，

但是卻很少人去對它做有系統的研究。之後，朝

倉教授又舉了「插花」的例子，對筆者今後的研

究計畫做了一些建議。

他說，好比是「插花」一般，把漂亮的花剪

下來插在花瓶中，短時間看起來很漂亮，但是日

子久了之後，插在花瓶內的花也是會枯萎的，必

須要把花連根拔起來種在泥土上，才可以延續花

的生命，你來這裡留學，就是要把我們這裡的根

拔起來種在你們國家的泥土上，使它不只是能延

續生命，而且還要讓它擴散的繁殖下去。「插花」

與「種花」的例子正是說明了「基礎」的重要。

圖2 平面構成，日本基礎造形學會會員作品(作者不詳)。
(林品章現場拍攝)

圖1 平面構成，日本基礎造形學會會員後藤雅宣作品。

(林品章現場拍攝)



二、構成與基礎造形

以上對於「構成」的說明，綜合起來大致有

兩個意思。其一是指「道道地地的基礎學問」，其

二是指「專門的學問」。把這兩種意思套在造形或

設計的領域時，我們常說的「造形的基礎」(或是
「設計的基礎」、「繪畫的基礎」等等)，便是指前
者(道道地地的基礎)，而此時，不論在中、小學中
或是大專的造形藝術、設計相關科系，為了使學

生提昇美感與創造力的教育皆包含其中。此外又

有所謂「基礎造形」之稱謂，此時的「基礎造

形」，猶如「構成」一般，是指具有專門而學術性

的研究領域，也就是指後者的一種「專門的學

問」。因此，所謂的「造形的基礎」，可以說就是

包含在「基礎造形」的領域裡面。

那麼，「基礎造形」是怎麼樣的一門學問

呢？朝倉教授在〈做為基礎造形的構成〉一文

中，曾提到：「所謂的基礎造形，是指把在造形

各分野如繪畫、雕刻、工藝、視覺傳達設計、產

品設計、室內設計等等所共通存在之基礎且重要

的問題為對象，而加以研究及教育。這裡所謂在

造形全體所共通存在之基礎且重要的問題，具體

的舉例之，便是形態、色彩、材質感，或是構成

(Composition)、發展美的感覺或直觀力的教育法，
以及探求機器、材料之造形開發的可能性等等。」

2而於一九九六年基礎造形學會的年會與學術研討

會中，當時擔任會長的朝倉教授，並以研討會主

席的身分對於「基礎造形上的基礎是什麼？」的

議題加以說明時，把「基礎造形」劃分為造形、

色彩、質感、造形發想法、造形心理學等五個範

疇。在會議中，曾有學者提出「經濟性」應列入

其中，但經大家討論的結果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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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五個範疇中，前三者的形、色、質感

是一直在「造形的基礎」中被實施的教學內容，

而「造形發想法」中的「發想」，是我們常說的

「創意」，「發想」有動詞的感覺，而「創意」則

較有靜態的感覺，像是名詞。因此，「發想法」

便是「開發創意的方法」。而「造形心理學」則指

與認知心理學或錯視造形的原理等等相關的學

問。日本的筑波大學把這五個範疇綜合起來在大

學中的一個學系中加以專門的研究與教育，而稱

之為「構成」，並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因此，談到

「構成」，其範疇與教育的目標或是其研究的精神

與學術定位，是與「基礎造形」相通的，但是

「基礎造形」在別的學校或是在個人的創意構想上

也可能發展出不同的面貌，因此，雖然有別的學

者認為「構成」就是「基礎造形」，但是筆者認為

在概念上，「構成」應該是在「基礎造形」的範

圍之內。至於國內，把「基礎造形」的相關內容

實施於設計相關的科系，如建築、工業設計、視

覺傳達設計中，一般被稱之為「基本設計」、「基

礎設計」，也有使用「基礎造形」、「構成」者，

不過，教學的內容由於各系科的目標不同而各有

特色，目前雖然還沒有發展成獨立的系科，但對

於「基礎造形」的相關研究正在增加中。(註：目
前亞洲地區有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大陸的天

津、廣州、上海有成立「基礎造形學會」，且有

「亞洲基礎造形學會連合會議」的組織，進行有關

「基礎造形」的創作、學術研究之交流。)

圖3 立體構成(最右邊的單位可以組合成最左邊的立體造
形)，日本基礎造形學會會員松家雄一作品。
(林品章現場拍攝)

圖4 立體構成(由左至右為三至五個立方體的組合)，日
本基礎造形學會會員德橋昭三作品。

(林品章現場拍攝)



使用的Gestaltung一語亦被翻譯為『構成』。在此更
不能忽視的是以上述文字為名的造形教育，一般

稱為『構成教育』。」5這一段敘述，除了說明了

「構成」由來之可資參考的線索之外，也強調了以

構成為名的造形教育，一般被稱為「構成教育」。

另外對於構成的由來方面，朝倉教授又進一步的

提到：「俄國的Constructivism於一九一九年在莫
斯科組成，並在當地持續發展至一九三○年前

後。此一藝術運動在大正年代(1912~1926)即被介
紹至日本；除刊載於雜誌外，並且出版過單行

本。⋯⋯曾就學於包浩斯的川喜田煉七郎、水谷

武彥等人將Gestaltung一語譯成『構成』，為此一用
語在造形教育界被廣為使用的起因。」6  朝倉教授

的這些敘述，使我們對於構成的由來更為清楚，

同時對於「構成教育」也有初步的概念。

另外一位研究構成的日本學者藤澤英昭先

生，也在其著作《平面構成》中提到：「構成一

詞之公開使用，主要是起因於包浩斯把自己稱作

為『一所以Gestaltung為目的的學校』，⋯⋯把包浩
斯的教育介紹至日本的，是在狄索時代去留學的

建築家水谷武彥、山協巖及其夫人。特別是水谷

武彥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就已把包浩斯預備教育

的一部分內容介紹到日本了。」7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知道日本人使用「構成」

的由來，以及「構成教育」的淵源，與發生於二

十世紀初期的構成主義及包浩斯的預備教育具有

密切之關係，雖然這兩個組織一為教育機構，一

為前衛藝術運動，但以造形藝術的觀點來看，卻

有許多共同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日人使用「構

成」不僅只取其翻譯語而已，而且也繼承了這兩

個組織的精神與內涵，並且把它應用於造形教育

上以及推動現代藝術的發展上。

四、構成教育的教育目標

日本的構成教育雖然移植於德國包浩斯的預

備課程，但是，誠如前述，在導入應用的過程

中，仍經過了不少的改變，這些改變換句話說，

是「加入了修正的解釋和批判，逐漸的構築了適

合於日本實情的系統。」8 如今在日本所提出的構

成教育，雖然由於各單位機構指導者之不同而發

展出不同的特色，但是，基本上其教育的精神與

目標並沒有很大的差異，日本設計小辭典上提

到：「一般共同的觀念是，把它當做培養『有創

三、構成的意義與由來

那麼「構成」的意義又是什麼呢？日本教授

高橋正人曾在其著作《構成》一書的序言中提

到：「構成這一名詞，在設計或藝術的領域裡，

是意味著英文的Construction，即具有狹義的『組
合』與較廣義的『形成』及『造形』等兩種意

思。」3

在日本的設計小辭典上有以下的敘述：「以

形態、材料為素材，給以視覺的或精神力學的組

織。此時，各個構成要素必須是純粹形態或是抽

象形態，也就是避免任何的描寫或具有象徵的意

義，但是，並非只是機械性的操作，而是含有知

性的直觀操作。構成如果是純粹為感覺的表現

時，是為無目的構成，若有實用的時，便為有目

的的構成。」4

從以上的敘述，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一)構成是
探討形態和材料的問題，並具有視覺性與精神性

雙方面的組織活動；(二)構成是指純粹、非具象的
形態，沒有裝飾或寫實的描寫；(三)構成又可分為
有目的構成與無目的構成等兩種。從以上三點來

分析的話，第一點實際上便是說明了「構成」就

是一種造形活動，並也包括了二次元與三次元的

形式，因此，我們常常使用的「平面造形」、「立

體造形」，與「平面構成」、「立體構成」，事實上

是共通的。而第二點的說明，由於只有幾何造形

才是最純綷也是最抽象的，因此，「構成」不論

是表現或是研究，均大量的使用了幾何造形。而

且構成除了視覺效果之外，還重視「精神力學」

的組織，並兼具方法的運用及理論的建立。至於

第三點的說明，乃明確的指出了構成和設計的關

係。當構成為一無實用目的的活動時，它是一種

藝術，而構成為一有實用目的的活動時，它便成

為一項設計了。因此，構成一方面扮演著現代藝

術的角色(並非傳統的繪畫)，而同時又是設計教育
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至於日本人使用「構成」的由來，我們從以

下文獻中可以得知一二。日本教授朝倉直巳在其

論文〈做為基礎造形的構成〉中，做了如下的敘

述：「在造形的領域中，『構成』成為專門用語

的過程，主要可循下述兩條線索來考察。其中之

一為用來作為本世紀初發生於俄國的前衛藝術運

動Constructivism的譯語，例如：『構成派』、『構
成主義』、『構成主義藝術』等。此外，包浩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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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況且，即使是以適用於當時現實社會上之實

用目的的教學方式教導學生時，當等到這些學生

長大後，整個社會的環境已有所改變，在配合設

計活動或發展的情況上，是無法達到其相當之成

果的。

那麼，對於培養專家方面的「構成教育」之

目標又如何呢？筑波大學的「構成」學科，可以

說在日本眾多教育機構中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

子，從此學科退休的朝倉直巳教授曾經提到：

「構成為與美術或設計並列的術科教學，因此應以

提昇美感為目標；而且必須教授造形的方法與製

作的技術。其內容應排除陳舊的造形意識，而奠

基於嶄新的造形理念之上。此外，課程的安排不

能隨意羅列，必須加以整理，並重視其連貫性，

特別是分析性與綜合性的思考。因此猶如相當於

學習語言時的文法一般，把色彩、形態等造形言

語加以組織起來的造形方法與效果作系統性的研

究便極為重要。這些事項經由學生們的手與頭腦

來實驗、體驗、思考；經過此種教育的洗禮可培

養出發現、創造嶄新的美之能力；最終的目的則

為培育將來能在造形的各領域中展開計劃性、發

展性、持續性等傑出創造活動的人才。構成教育

的意義就在於有效地培養造形的基礎性能力。」10

造的組織者(Creative Organizer)』之稱的設計家之
基礎訓練，並從材料的體驗及純粹形態的自由處

理方式中出發，再加上光和運動的導入，以達到

空間構成及造形感覺得以擴張，和創造能力高度

化的目標。」9由此可見，空間構成及造形感覺的

擴張，以及創造能力的高度化，一般被認為是構

成教育的目標。但是接受過構成教育者，並不是

將來皆一定會成為設計家，而且，事實上構成教

育也並不是只有在設計家養成的專門學校中實

施，因此，如果只是從培養有「創造的組織者」

之稱的設計家之基礎訓練的觀點來衡量構成教育

時，是不太完全的。日本人把構成教育也實施在

中小學的普通教育中，主要是因為它具有「發掘

一般人之潛在創作能力」的特質。仔細想想，如

果每個人從小就接受了構成教育，雖然長大之後

並不是人人都成為設計家，但是卻可以在未來的

賣場上，透過商品與設計家產生對話，換句話

說，由於從小所接受的教育一致，於是設計家們

的設計與一般消費者的需求也將達到一致，因

此，在構成教育的教學內容中，必須著重於設計

上或是藝術上之共通且普遍性的本質，若只是一

些形式化的東西，或把設計上之諸多實用條件加

之於構成教育的教學上，或是把目前社會上各種

設計的表現加以縮簡後成為構成教育的內容時，

那就違反了構成教育的意義及其基本精神與目

圖5 光的構成(此作品在暗室中展出，
色彩會變化)，廣州基礎造形學會
會員作品(作者不詳)。
(林品章現場拍攝)



從這一段敘述看來，顯然的，「提昇美感」

便為其教學的目標，而且也可以看出對於包浩斯

時代「發掘一般人之潛在的創造力」之色彩，仍

然被加以保留。因此，從整體教育的觀點來看，

所謂的構成教育目標大概可以歸納成「提昇美感

能力」及「培養創造能力」等兩項，而這兩項教

學目標，不論是針對專家的培養或是指一般人的

普通教育，也均具有其特殊的意義。特別是在構

成教育中對於純粹形態的訓練，由於對任何人皆

具有其共通性及普遍性，使得一般人也都能對純

粹的造形及色彩產生感覺與共鳴。這些接受了構

成教育，並且養成了一定程度的美感及創造能力

者，即使將來不成為專家，但在推動現代藝術或

是設計活動的發展上，也必定將成為一股無形的

動力。

五、構成的學術性

對於構成的學術領域與地位的說明，構成學

者們有非常精彩的譬喻。例如高橋正人教授曾以

數學、物理學和各種應用科學及工學技術的關

係，來比喻構成與其他專業設計之間的關係，他

說：「構成與那些專門的設計，此兩者之關係如

同數學、物理學等之純粹科學與那些建築、造船

等的工程科學之關係相同。數學、物理學其起源

實發端於土地測量或建築等之具體需要，可是其

研究愈進展下去時，雖與具體的工程技術還保留

密切之關係，但到了最後就不得不獨立去開拓自

己的研究領城。」11同時高橋教授也認為「構成研

究，並不以能應用到實際的設計上去作為它之直

接目的。實際的設計，常要考慮到顧客之嗜好、

流行、現在之技術及成本等重要之問題，因而常

受到很大之約束。⋯⋯然而，純粹之構成研究，

就不考慮這些約束，而是如追究形態開拓之可能

性、探求目前使用之材料以外尚有那些材料可供

表現、配合不斷發展之製作技術尋求其造形可能

性，以及甚至為了使構成研究之結果能具體化起

見之如何改良技術性的問題等等。」12

另外，朝倉直巳教授也舉「基礎醫學」的例

子說到：「在醫學的領域中有所謂的『基礎醫

學』，此為把臨床醫學中共通且重要的事物加以專

門性研究的醫學研究新領域。經由具體的調查得

知，基礎醫學教師們的專攻有解剖學、藥理學、

生理學、生化學、病理學⋯⋯等等。以往這些學

問在內科、外科、眼科、耳鼻科、泌尿科、整型

外科、婦產科、精神科等等各並列的專門領域

中，醫師們視其需要分別進行研究，並應用於診

療上。現在，此一狀況雖未改變，但不同的是把

這些臨床醫學上共通且必要的學問(解剖學、生理
學、藥理學、病理學等)加以專業研究的研究者大
量需要的時代已經到來。隨著醫學的進步，專業

研究的領域便有細分化的趨勢。除了增加了對付

疾病的專業領域也紛紛應運而生。」13

以上兩位構成學者所舉的例子雖然不同，但

是所要闡述的意思卻是相同的，簡單的說，就是

在說明構成雖然一方面為各種專業設計(如：商業
設計、工藝設計、工業設計、建築設計⋯⋯)所具
有之共通的基礎，但是除了具備了這種基礎學科

的性質之外，同時它也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具有

其獨立發展的研究領域及學術地位。

因此若根據上述之觀念及立場來實施構成的

研究及教學時，便有等級或層次的區分，也就是

說，雖然是同一個課程，但也有對於一般學生教

學的課題以及更為深入的研究課題之區分，這裡

所謂對於一般學生的教學，便猶如包浩斯時代預

備教育一般的屬於一種基礎的造形訓練，而把

「構成」加以深入的研究時，則對於物理學的原

理、數學高次方程式的應用、結晶造形的問題，

以及光學、電學、電腦等等的技術，均被加以系

統化的做為造形探求的課題，換句話說，構成的

研究領域及其學術地位的確立，固然是在學問細

分化後的結果，但是科技整合也相形重要的觀念

也被加以導入，因此，在構成的教學上，從低年

級以至高年級，或進入研究所時，各個層次的課

程均有適當的安排，而這些安排也都是以「基礎」

和「專門」的基本觀念上來架構其研究及教學的

方向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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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機器構成(此作品藉著磁力與
馬達的旋轉力，使作品產生

運動)，台灣基礎造形學會會
員陳光大作品。(林品章現場拍
攝）

六、結語

那麼，什麼樣的作品才算是「構成」的作品

呢？

陳光大曾依據日本的資料把「構成」的作品

特徵整理如下列幾項：(1)是一種抽象的形態；(2)
屬於客觀的形態；(3)有計畫性的形態組織；(4)有
實驗性的過程；(5)有分析性的研究；(6)融合幾何
學的形態與有機的形態；(7)與造形心理學產生關
聯；(8)清晰且明白的表現效果；(9)完整、成熟的
表現方式。此外並指出：(1)只是將幾何形體做單
純排列的作品，不是「構成」作品；(2)只是利用
各種材料做單純組合的作品，不是「構成」作

品；(3)只是單純的發出光芒產生運動，發出聲響
的作品，不是「構成」作品；(4)無法明確其概念
的作品，不是「構成」作品。14

所以「構成」所要表達的視覺言語一定有其

規範及特色。「構成」的作品，並不是一種隨心

所欲的單純造形表現，而是透過一種較科學性的

研究方式所得到的造形表現。此外，朝倉教授更

把「構成」的教學或研究的對象細分說明如下：

「構成」就是有關於在所有造形表現中，相互共通

的基礎且重要的問題，透過理論的探討及實際製

作，來進行專門性的教育及研究。而這裡所強調

的基礎且重要的問題是指：(1)形態、(2)色彩、(3)
材質感、(4)造形文法、(5)造形發想法、(6)利用光
的特性來拓展造形的可能性、(7)運用機器或材料
來探求造形的可能性、(8)啟發美的感覺和直感力
的教育法等等。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