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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慕峰的三个电视美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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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慕峰共事已有十多个年头了。这位当年中戏的高材生，在不断的探索、辛勤地实践中，以他的作

品，赢得了同行的赞扬，已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电视美术设计家。慕峰的设计作品给我的总

体印象是简洁、明快、讲究风格，十分注重形式与节目内容的统一，以及造型在形式感的和谐与韵味。在

创作中，注重空间关系，注重镜头体现。印象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总是具有那种难以描绘，但又确

确实实感受到的灵秀之风。他的设计笔墨不多，色彩不重，但组织到位，处理流畅。 

慕峰是个多产的设计家，每年都完成十多个设计任务。在此，仅就他的三个作品《点击商标》、《名将之

约》、《魅力十二》（见彩页）来谈谈我的感想。 

   《点击商标》是在央视2套播出的普及商标知识的节目，该节目以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对话为展开方

式，继而达到向大众宣传商标常识、普及相关的知识。 

    基于访谈的形式，节目中人物的活动是相对稳定的，在空间的指向上应该是向心的、聚合式的。在这

个设计中，设计者抓住了节目内容的表现形式，以两个环形一个箭头确立出了场景实际的空间范围。值得

注意的是：这个设计在形象和空间关系上作了整一的处理，两个环形以横轴处交错，外环前端向上后端落

地，内环后端向上前端落地。凭借这一简单的交错、横轴的上提，轻巧而有效地确立了演播室中该场景的

上下、左右及前后的空间位置，明确了录制的范围。在两个环形的中央为一由下转折而上的箭尾，由后至

前延伸的箭头，这个箭形化为垂直的立面景片（箭尾）和平面的平台（箭头），这一分化还巧妙地切分出

了人物上场的路径。从而使单一的形象共同完成了设计的二大任务——视觉的审美与功能的承载。在此，

一物两用以简约的手段完成了双重的效用， 正是这个设计的独特之处，也是成功所在。另外我还注意

到，圆环形与箭头三角形的对比以及箭形本身的指向性，使得位处前方中央的对话席得到了强化。这样的

处理使整个场景的形象在空间中得以前后呼应、上下协调。天幕与地面上的小星点也作了统一的处理，使

整个场景浑然一体。这个设计在视觉上没有一笔多余的线条，没有夸张地装饰与灯效,却有效地为节目营

造出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录制空间。这个设计如果说尚有不足之处的话，可能是在上下体量的比配上，我

觉得上方的环形稍显重了一些，在收一点，在效果上或许会更好。不过瑕不掩玉，面对这个作品，我能非

常清楚地感受到设计者在形式感与整一性上的追求，也看到了慕峰在设计上的严谨和专研的精神。更令我

佩服的是：当这些努力在表现之时，却是如此的轻松顺畅。 

    《魅力12》是一个以西部民歌为主题的表演性的节目。这个设计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形象处理的单纯简

洁，并在视觉上获得了充满激情的印象。 

    从作品中我感受到，设计的意象是源自飘扬在大西北空中，如火如云般炽烈而豪放的民歌印象。设计

者将这单一的抽象元素拓展成了演播室空间中具体的立体形象，以及在平面上具功能作用的层层平台。值

得注意的是：空中和地面的造型是基本一致的，区别之处是在色彩上作出，以及所圈出的三个通透的钢架



玻璃平台。这样的处理，我认为还表达出这样的视觉信息，以不同的材质组成同一组平台，这与节目将同

一首曲目以不同的演唱方式来演绎的表现形态，在画面上取得了视觉上的呼应，获得了造型上的对位。这

个设计还给我一种特殊而有趣的感受，那类似上下镜像般的手法，使左右并不对称的形象，不相同的体

量，获得了整体构图上的均衡与协调。另外，稍加注意还可看到这个设计与通常所见的设计有所不同，它

没有立面的景片，而只有位于空中和地面并向后延伸的立体形象。这是该设计在空间处理上的一个特点，

在视觉上充分利用了透视效果，加大了空间的纵深感。同时也增进了形象的冲击力，还给灯光留下了充分

的表现余地。这个设计在色彩和形象的表达上也是准确而明晰的。红色与飘扬在空中的造型相结合，使人

联想到火红的晚霞，使人联想到欢庆锣鼓中飞扬的红绸，也能使人联想到西北民歌热烈豪迈的情感。黄色

与高低曲折的平台相结合，使人联想起大西北的黄土高坡，联想到蜿蜒奔腾的黄河。整个场景从表现手法

上看具有象征主义的意味。它在形式上力求精简，曲折飘扬得线条，如草书般地一气呵成，与《点击商

标》的设计一样，使人们感到了简洁的力量。 

    《名将之约》是央视4套播出的一档探究体育世界冠军成长历程的栏目，他以谈话为主，辅以一些文

艺表演，为节目作铺垫，为情绪作渲染、做烘托。 

    放眼整个场景，很象似一个具象的、写实风格的作品，主体形象为古希腊著名的雕像“掷铁饼的

人”，在制作上基本是忠实原作的，雕像的质感、纹理也表现得较为清晰准确。在平面上是一组由后转向

前方的大石阶，其花岗石的质地也表现得十分到位。完成这个场景的材料是木板、苯板（泡沫板）、制作

表面效果的只是普通的涂料，所选择的形象更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这些形象、材料既不现代也不

新潮。可我在此想说的是与外表相反，这个设计颇具现代意识。“现代”是我们这个社会中许多人时常挂

在嘴边的时髦之词，然而，什么样的设计称的上是现代的？或说在造型设计中，现代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认真思考的人恐怕不多，能在设计中真正做到的人想必更少。慕峰则是其中的一位，这个作品有力地表明

了他在设计观念上的现代意识，对于美术设计而言，形象、材料其本身是无所谓现代的或是古代的，新鲜

的或是陈旧的，关键之处是在组织形象的方法，处理这些材料的手段。也就是说，不在于所表现的是什么

或是否是现今最流行的东西，而在于如何去表现。（另外，现代不等于所谓的时尚，也不同于流行，至少

在设计上是如此的。）以局部去表现全部，以非现实的手法去组织真实具体的形象，正是当今设计与传统

设计在观念上的区别之处。在此，慕峰大胆地选取了雕塑的¼局部，头部、一只手臂以及½的胸部。一组大

台阶从掷者的后背绕向胸前构成了访谈区，而地面设计为一片水面，后区则是点点星空。在视觉效果上，

主体形象雕像与大台阶如同漂浮在水天之间，凝结于演播室之中。夜空、水面、雕塑、石阶，如此奇异的

组合，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显然有些荒诞，然而，正如剧场空间的本质就是假定性一样，演播室或是录

制空间，它们在本质上也是充满了假定性。现实中的荒诞在演播室之中；在假定性的逻辑之下得以确立并

顺理成章。这个作品显示了慕峰在设计上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力，而想象往往被认为是艺术的生命。在这个

设计的形象处理中慕峰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解决视觉中心。因为雕像的局部被极度地放大之

后，原本整体的均衡被打破，雕像的头部会显得十分“抢戏”，于是慕峰又大胆地把头部安排在空间的边

缘，并且将其原本的位置稍稍地转向下场门的方向，有意识地避开主区。将那块刻有栏目名称的铁饼放在

访谈区的后方，这样的安排有效地突出了铁饼，控制了场景的视觉中心，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铁饼之上。

在此，铁饼才是栏目真正点题的形象，因为这个视觉信息能使观众很自然的与体育联系起来，倘若忽略了

铁饼，观众将不知形象之所云了。另外，慕峰之所以敢于将形象作如此大胆地夸张，还基于电视的特点—

—镜头体现。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将雕像作完整地体现，那块点题的铁饼比常态下的手掌大不了多

少，难以起到视觉中心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电视的画面与绘画的画面、舞台的画面是不同的，它不是

建立在整体、一目了然的基础上的，而是由一系列的镜头来表现的。整体的空间、场景被不同景别的镜头

所“规定”了，也就是说画面是通过不同视域的局部来表现的。尤其在访谈的形态下，中近景、特写镜头

更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在这个设计中、这种手法下，形象是需要夸张的放大，好使之形成为

视觉中心，使人物与景物的比例关系、空间关系、体量关系，合乎视觉及镜头体现的艺术需求。 



    在这个设计中，对头部角度的处理，我觉得还可以再做些推敲，雕塑按水平线截取之后，原来体量上

的重心已不存在了。因此，头部的角度稍低了点，造成了整体场景的重心有些前倾和下沉，我个人认为，

应将他略作调整，稍稍抬高一点，这样在空间的均衡感上或许会更好一些。 

    以上简略地谈了谈我对慕峰三个作品的感受，从这三个作品中我还感受到，慕峰的设计是讲究形式

的。当电视作为艺术时；当电视美术作为造型设计时，它的核心就是形式的，所谓形式在纯艺术中（如绘

画）可以理解为对形象的组织与塑造，以及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把握。在电视美术的设计中这一内涵

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然而，应当注意造型设计较之纯艺术而言在形式上远不那么自由，有着诸多的前提和

应当遵循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电视美术具有对其主体的丛属性，它无法像绘画那样独立存在。因此，设

计的视觉形式应当与它的主体，也就是内容的精神或说是取向以及表现方式相吻合。单纯地为形式而形

式，为悦目而炫耀，都与设计的本质不符。慕峰的这三个设计在视觉形式上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且明

确、清晰地表达出了各自的特定意味。令人信服地做到了外在形式与其内容及表现性质、形态相一致，以

形象这种特殊的语汇去传达节目的内涵，增进节目的整体品质。 

    慕峰对空间的处理和塑造是非常敏锐的，造型设计的目的是创造与内容相贴切的形式，与形式相关的

诸多因素中，空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点击商标》的设计中，两个环形确定了谈话的空间，在《魅力

12》中，空中与地面的形象向后的延伸，突出和强化了空间的纵深感。正如慕峰自己所说：美术设计实际

上就是空间的设计。在此，还应强调的是慕峰对空间及处于空间之中的景物的表现，始终考虑着摄像机的

位置与镜头的角度。肉眼所见的画面或许是重要的，然而，镜头所传达的画面效果才是设计最终需要的。

因此，在他的设计中并不追求绘画般平面的画面感，也不在乎单一角度下的静止的效果，他追求的是处于

三维空间中的画面，处于流动之中的效果。 

    从上面三个作品中还可以看出慕峰的设计十分讲究个性，当然，这是在服从内容和主体的前提下显现

出来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创作的风格。在我看来，他的作品贯穿着一股简洁和灵秀之气。从

《点击商标》两个环形的轻巧，《魅力12》空中红绸的飘洒，《名将之约》那以点带面的组合之中，可以

窥一斑而知全貌。他的风格个性是独特的也是清新的，与目前电视美术行业中那些贪大求全、堆砌炫耀之

举形成鲜明对照。这样的设计风格是可贵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艺术的追求并不随波逐流，在我看来这才

叫个性，这才有价值，才是真正的设计家，个性从来就不是制造出来、炒作出来的，确立它的只能是作

品，而不是其它。 

作者：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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