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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的形式美及形式美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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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容与形式作为一对哲学范畴

，

它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
艺术作品应该是 内容美与形式美的有机统

一
，

形式美既受内容的制约和影响
，

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作用
，

有其 自身的规律
。 “
黄金律

” 、 “

有意味的形

式
”

等
，

都是形式美规律的体现
。
形式美的创造则应遵循变化统一与化繁为简的基本法则

。

关健词
�艺术 �形式美�黄金律 �变化统一 �化繁为简�形式美的创造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一 ������印��以 一 田��一 ��

内容与形式作为一对哲学范畴
，

它普遍存在于一

切事物之中
，

它们既是相对而言
、

相辅相成的
，

同时又

是相互制约
、

相互作用的
。 “
在一定条件下作为一定

内容的形式
，

可以成为另一形式的内容
。 ”
例如

�
生产

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
，

却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思维是反映世界的一种形式
，

同时又是语言这一形式

的内容等等
。

正如原因与结果
、

必然和偶然
、

本质和

现象等概念一样
，

内容与形式也是对立统一的基本范

畴之一
。

美术创作中的每个因素
，

每个方面—从题

材的选择
，

主题的提炼
，

直到线条的选用
、

色彩的处

理
，

乃至外框的设计等
，

都存在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和

统一
。

达
·

芬奇《最后的晚餐》选取的是圣经故事中耶稣
与十二门徒共进晚餐的内容

，

但相对于作者所要表达

的人文主义�人性善恶的对立�精神这一思想内容而

言却又是
“
形式

” 。

因为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的作品

多是以宗教题材为形式
，

表现反对封建神权的人文主

义思想内容
。

而就《最后的晚餐》的构图 “
形式

”

来看

—十二个门徒分成四个小组等等
，

则又是决定于这

个故事题材的
“
内容

” 。

苏里坷夫 《女贵胃莫洛佐娃》
一画中的雪地

，

如果说雪的寒冷感
、

厚度
、

质地是这片

雪的
“
内容

” ，

那么
，

用什么颜料
、

笔触
、

刀法等来表现

则又成了这一内容的形式
。

在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体中
，

内容是主导的
，

起决定作用的方面
，

而形式则服从并服务于内容
。

刘

舞在《文心雕龙》中指出 �“
水性虚而沦漪结

，

木体实而

花粤振
，

文附质也 �虎豹无文
，

则鞠同犬羊 �犀咒有皮
，

而色资丹漆
，

质待文也
” ， 〔‘〕形象地论述了内容与形式

的辩证关系
。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林黛玉之 口
，

也

道出了内容与形式的这种关系
，

黛玉在教香菱学诗

时
，

讲了格律
、

平仄
、

排比
、

对偶的各种形式之后说
�

“

如果有了好意思这些都可以不管
” ，

这叫做
“
不以辞

害意
” ，

也就是庄子所说的
“
得意而忘言

” 、 “
得鱼而忘

签
” 。

罗丹认为在肖像上要探索的不应该只是
“
一些

浮面的线条
” ，

而应是
“

灵魂的肖似—只有这种肖似

是唯一重要的
”
图

。

从刘褥
、

曹雪芹和罗丹的论述可

见
，

形式服从于内容
，

这是一切严肃深思的艺术家
、

理

论家的共识
。

但形式也不是完全消极的
、

被动的
，

它对内容有

着积极的反作用
，

甚至可以直接地表现内容
。

如表现

主义的抽象派就要求用线条
、

色彩直接表达 自己的思

想感情
。

在他们看来
，

现实主义艺术既要表达作者的

主观情思
，

又要借助具体的生活形象
，

那是典型的
“
二

元论
” ，

他们提出了
“
形式就是内容

”

的
“

一元论
”

理

念仁
��

，

这是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片面理解
，

但对我们

充分认识形式在艺术表现中的重要作用也不无帮助
。

当作者对生活有所感悟
，

引发了创作冲动却还找不到

适当的形式�严格说来
，

这时他的
“
内容

”
尚不能完全

确定�时
，

形式的探求就成了矛盾的主导和决定性的

方面
。

在艺术创造中
，

因形式的启迪而使内容获得圆

满表现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

吴道子请求裴星舞剑

以鼓舞他的创作激情
，

苏里坷夫看到雪地上落着一只

乌鸦而确定了《女贵胃莫洛佐娃》的构图和色调 ，

王朝

闻受三脚铜器的启发而决定了画作《刘胡兰》的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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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

这些实际的经验使人们有时觉得似乎形式是可

以决定内容的
，

有人甚至据此而提出了所谓
“
形式思

维
”
的问题

。

其实
，

单运用形式是无法思维的
。

形式总还是要

结合着形象
，

遵循一定的逻辑而进行思维
。

但艺术创

作必须伴随着形象而考虑形式上的因素
，

它对内容的

呈现有着积极的制约和促进的作用
。

形式美中的许

多因素
�

音乐的节拍
，

舞蹈的节奏
，

语言的韵律
，

绘画

的色彩
、

线条
、

形体比例等
，

都是人类长期劳动实践和

艺术实践的产物
，

尽管在创作实践的具体运用中
，

这

些因素因内容的需要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
，

但它

们的一些基本规律
，

却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

果
。

这些规律本身
，

确实具有很大的稳定性
。

有些甚

至凝结成为
“
有意味的形式

” ，

而这种形式的
“
意味

”
是

以一定的心理
、

生理为基础的
。

它受到民族风习
、

时

代好尚
、

文化经济等众多社会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尽管有些美学家反对把
“
快感

”

划人
“
美感

”
的范

畴�特别是那些片面强调艺术的道德作用和政治作用

的理论家�
，

但事实上
，

人们既然无法否认
“
审美

”
是一

种愉悦性的�引起欢喜的�感受
，

就不能把快感排除于

美感之外
。

何况在许多门类的艺术�如造型艺术
、

工

艺美术
、

音乐等�中
，

快感常是引发高级美感的必经之

途
，

因此
，

它至少应该是美感的一种初级形态
。

共同的快感基于人们生理和心理的共同反应
。

曹雪芹写宝玉在
“
抓阉

”
的时候

，

什么都不抓偏选了口

红和胭脂
，

这固然是作者为了让贾政从小讨厌他
，

但

也是合乎情理的
。

近代实践心理学研究发现
，

幼儿多

半喜欢鲜明的色彩
，

特别是红颜色
。

其他如北欧寒冷

地带的人喜爱沉静的色彩
，

南欧暖热地带的人喜欢鲜

明的色调 �在我国
，

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也有类似的

区别
。

这是在自然环境长期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心

理素质的反映
。

人们用听觉上的
“

响亮
”

形容色彩的鲜明
，

用触觉

上的
“
珠圆玉润

”
形容歌喉的婉转

，

用味觉上的
“
甜

”

或
“
涩

”
来形容歌声或色彩的格调

。

这些建立在联想基

础上的所谓
“
通感

” ，

也证明了某些形式美感与人们的

生理
、

心理反应有着密切的联系
，

当运用这些形容词

时才可能普遍有效
。

作为
“
人

”

的一切生理或心理的

活动
，

都不是
“
先验的

”
天性

，

更不能等同于其他动物

的
“
本能

” ，

而是人类世代与自然交往
，

在劳动实践中

凝结而成的文化积淀使然
，

正如马克思所说
，

是整个

人类历史的产物
。

艺术的美包括了内容美和形式美两个方面
，

内容

美凸现出人类道德情操的高尚以及生活的哲理
、

自然

的生命意蕴等
，

这些美可以憾人心魄
，

浸人骨髓
。

形

式美则主要触及人们的感觉器官
，

引起人们感性的心

理反应
。

艺术作品应该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有机统

一
。

作为艺术家则必须同时具备对内容美与形式美
·

��

的感受与表现能力
。

既要培育自己高尚的道德
、

丰富

的情感以及对生活真谛
、

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感受能

力
，

同样也要培育自己对形式美的敏锐感受能力
。

比

如
，

对于美术家来说
，

除须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修养
、

情感陶冶和生活阅历之外
，

更须加强对线条
、

色彩
、

形

体
、

质地以至材料性能等形式美感的训练
，

因为这是

他步入创作殿堂
、

取得创造成功的必要条件
。

古希腊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们认为
，

美是和一定的
“

数
”

有关的
。

音阶的距离
，

物形的大小都包含有比例

的问题
。

波列克莱托的《执枪人》原作为人体的 “
范

型
” ，

画家曾计算出各部分最精确的比例
，

至今我们仍

觉其是很美的男体雕像
。

尽管后世的画家们按照绘画风格
、

内容及用途的

不同需要
，

不再把 ���的长宽比例作为唯一的画幅标

准
。

而黄金律也远不能包括各类形式所需的比例关

系
。

但
“

黄金律
”
比例的提出

，

仍然可以让我们对形式

美的认识有所启发
。

首先
，

比例是形式美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

戏剧

的分场
，

诗的分节
，

电影镜头的长短
，

雕象和座底的关

系
，

中国绘画题词和印章的位置等等
，

都存在着比例

的问题
，

它对作品的格调
、

情趣
、

境界有举足轻重的影

响
。

例如国画大师潘天寿的题字
，

无论左
、

右
、

上
、

下

都与整个画作的形象情趣配合得十分妥贴
，

恰到好

处
。

这说明画家善于依据特定画面形象的需要
，

准确

地掌握比例关系
。

比例是构成种种节奏韵律的基础
。

乐曲中音符

长度比例的变化
，

产生出不同的旋律 �建筑艺术中
，

主

要依靠线条和块面的比例
，

也可以形成不同的建筑风

格
。

建筑家梁思成曾举例说
�
一柱

、

一窗的连续重复
，

有如 ���拍子的乐曲
，

而一柱二窗的连续反复则是 ��
�的华尔兹

。

总的说来
，

比起画家和雕塑家
，

建筑师

和工艺家们更加自觉地注意比例在形式中的深刻意

义
，

对此也研究得更加深人�对他们来说比例不仅涉

及美
，

也涉及到适用的问题�
。

而在其他门类艺术里
，

人们多半依靠经验的
“
直觉

” ，

而较少对此进行认真的

探讨
。

抽象派画家克里姆特夸大色彩和线条的
“
音乐

性
”
而滑向形式主义

，

但线
、

色的比例节奏作为构成形

式美的一种语言
，

却是不能否认的
。

另一方面
， “
黄金律

”
之所以美

，

是由于体现了
“

变

化统一
”
的法则

。

黑格尔认为整齐一律是形式美的初

步要求
�
如整齐的直线和圆形 �进而则要求平衡对称

，

“
对称

”
已包含较多的矛盾差异�位置不同�

。 “

低等
”

物质�如矿物的结晶等�大都严格遵循整齐一律
、

平衡

对称的法则
。

高等物质�具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
，

则

表现为更丰富的变化统一
，

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对

称
。

卵形更美于椭圆
，

人体则在对称中含有许多近于

卵形的曲线
，

所以
，

人体表现了更为丰富的生命的形



式美
。

画谱中谈到画竹时
，

竹竿的穿插要避免形成
“
井

”

字形
，

因为两对平行线构成的
“

井
”
字

，

统一中缺少变

化 �画兰草则要求形成
“
凤眼

” ，

三条长叶弧度的不同
，

才够形成
“
凤眼

” ，

也是要在统一中求变化
。

可以说古

人喜画兰竹
，

除去道德上的象征意义之外
，

恐怕更重

要的还是由于作为自然的兰竹本身
，

它们的枝
、

竿穿

插的变化
，

叶茎弧变的弹力
，

都更符合形式美的要求
。

一个陶瓷设计师
，

曾依照
“
优选法

”
的道理

，

去验证
“
黄

金分割律
” ，

他发现
，

不但大部分流行设计的瓶
、

罐
、

尊

�蹲�
、

盘等在颈与身
、

高与宽
、

口与底等各部的比例上

多接近黄金律的比例
，

而且有些自然物
，

如叶的分脉
、

花的分枝
、

笋之分捧
，

以至马的身长与头颈的比例也

都接近黄金律的比例
。

在哲学上
，

用
“

数
”
的原则来解释一切事物

，

或把

它当作
“
万物的本源

”
当然是不对的

。 “
黄金律

”
也决

不能概括一切形式美的法则
。

这里只是做一个例子

用以说明
，

人们对形式美中的
“
多样统一

”

的要求
，

本

是人在实践中对自然本身规律认识的集中反映
。

变化统一的规律
，

是艺术形式美创造的基本法则

之一
。

装饰性的艺术更强调形式美的运用
，

也可以说
，

把自然界里的形象纳人严格的形式美的
“
铸型

” ，

乃产

生装饰效果
。

所以装饰性与真实感是有矛盾的
，

艺术

家的任务之一是依据作品的特性
，

运用不同的方式去

解决两者的矛盾
。

像汉代瓦当上的青龙白虎
，

既具装

饰性又保有蓬勃的生气
，

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

写实性的绘画雕塑
，

则要在真实的生活形象中运

用形式美的法则
。

霍迎斯说
�“
绘画中的惯例是要避

免整齐
” ���

，

也就是说避免形式上明显的规则化
，

而采

取使人觉察不到形式法则
。

举例说
�
平衡虽是构图的

基本要求
，

而在写实性的绘画雕刻中
，

却常常采取所

谓
“
代替平衡

” ，

利用形象
、

色彩
、

线条上的虚实
、

远近
、

静动
、

冷暖以及
“
发展的趋势

” 、 “
注意的焦点

” 、 “
与中

心点的距离
”

�杠杆原理�等因素在心理上引起的能量

之不同
，

而取得
“
不平衡中的平衡

” 、 “
不对称中的对

称
” 、 “
不统一中的统一

” ……
其他规律的运用也莫不如此

。

形式美虽然主要作用于人的感官
，

但其本身也还

是具有不同性质的格调的
，

附丽于相应的内容起着相

得益彰的作用
。

比如
，

古人常用
“

骏马秋风冀北
” 、 “
杏

花春雨江南
”
来说明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

，

前者是阳

刚之美
、

雄劲之美
，

后者是阴柔之美
、

婉约之美
。

形式

美中也有类似的区别
�

粗犷
、

豪健是一种美
，

精雅秀丽

又是一种美
，

和一定的内容结合乃产生更为感人的效

力
，

前者如埃及的金字塔
、

商代的大盂鼎
，

后者如印度

的泰姬陵
、

广东的象牙球等等
。

在艺术实践中
，

粗细的结合也是显示艺术匠心的

一对矛盾
。

粗而耐看
，

柔中有刚
，

粗与细又可以交错

揉合
。

齐白石可以在大写意的枫叶上伏一只工细的

秋蝉
，

京剧中张飞的黑脸偏用粉红添一笔妩媚
。

格调

是丰富多样的
，

决非粗细两种
，

画家们曾想出过许多

词汇形容艺术的格调
�
严密

、

劲健
、

坚实
、

浑朴
、

稚拙
、

生涩
、

富丽
、

滋养
、

丰润
、

清雅
、

飘逸
、

空灵 ……尽管它
们常常是结合着内容的境界来讲的

，

但也必不可免地

涉及到形式美的种种特征
。

与变化多样相对的
，

便是简捷
、

单一
。

人物的形

象被歌德称为
“

单一的杂多
” 。

一件艺术作品
，

也应是

在杂多的内容中结成一个单纯的整体
。

这也是形式

美创造的一条法则
。

驱车山区公路
，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路边林立的路

标
， “
�
”

警示司机鸣笛
， “
�

”

表示前方要急转弯
。

这是

在极短暂的时间中
，

用最简单的视觉传达形式表达出

必须表达的意思
。

艺术作品常常也有类似的要求
，

尽

管内容丰富
，

事物杂多
，

却需要用最简要的语言
，

首先

给人以一个基本印象
。

在绘画雕刻中
，

由外轮廓形成

的形式感
，

正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的手段之一
。

水平线是开阔而平静的
，

垂直线是庄严而高耸

的
。

商周的铜器中方形鼎的坚硬的直线
，

加强了庄重

威严感 �而饮酒的
“
瓤

” ，

牵牛花一样柔和的曲线则恰

相反
，

引起的是活跃轻快的感觉
。

哥特式教堂的尖塔

使人的心理随之冉冉上升
， “
渐近天国

” �天安门的稳

定的屋顶放在平阔的围墙上有不可动摇之势 �正放的

三角形是稳定的�如金字塔�
，

倒放的三角形不稳定

�独脚落地的芭蕾舞��并排的波状线缓缓蠕动�如水

波�
，

横放或斜放的三角形有前冲感�如箭头�
。

几何

形体
，

本是人们对自然形象认识的一种概括
，

因此
，

由

某种几何形而引起某种心理上的暗示
，

也正是由生活

经验所形成的一种联想
。

诗歌中的名句
�“

大漠孤烟

直
，

长河落日圆
” 、 “

潮平两岸阔
，

风正一帆悬
” 、 “
星垂

平野阔
，

月涌大江流
” ，

选择了自然景物中的垂直线和

水平线
，

或弧形加水平线等一些单纯的几何形体
，

不

仅增强了雄伟广阔的境界
，

而且
，

唯其单纯故能给人

鲜明深刻的印象
，

收到
“
过 目不忘

”

的效果
。

艺术之感人
，

当然首先取决于生活形象和思想情

感的生动
、

新颖和独特
。

离开这些根本的东西
，

片面

地在
“
形式感

”
上下功夫

，

是本末的倒置
。

但在创作过

程的探索�包括形式的探索�中
，

有意识地将复杂的内

容
，

体现或概括成为单纯的形式
，

确可以增强艺术的

表现力
。

不独造型艺术如此
，

其他艺术也一样
。

当然

如果离开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形象
，

单纯的几何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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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第六
，

简化评审程序
，

评聘分开
。

�四�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
。

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管理机制
，

使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制度化
、

规范

化
。

一方面
，

要制定一定的日常工作量指标和科研任

务
。

根据其工作性质
，

专业技术人员既要保证学术研

究的时间
，

又应完成一定的教学
、

工作量任务
。

在工

作安排上应二者兼顾
，

日常工作要完成一定的工作 日

或教学课时
，

科学
、

学术研究方面也应有一定的硬指

标
，

如发表论文的篇数
，

主持科研课题的项次等
，

以促

使专业技术人员提高科研能力
，

多出科研成果
。

另一

方面
，

在坚持现有年度考核制度的基础上
，

完善检查

评比考核机制
。

考核
、

评比是及时督促专业技术人员

做好 日常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有效方法
，

可以定期或

不定期地对专业技术人员的 日常工作和科研工作进

行考核评比
，

根据考核评比情况给予适当的奖惩
，

并

建立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实绩档案
，

作为晋升高一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
，

以不断地促使专业技术人员

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

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
。

�� �������� ����� ��������������� �������� ������

����� ���������������������

刀百��一
�

���沁�刀吧�块�����
���

，

萄�理卿阳 �川��“ ���
， 〔��功山�� �������

，
�为���

�加�段���仆
�

����
��

��
���� ��� ����

�
而

� ������ �� ��������
�� �
��弓��

�������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卿��
� � ��� �����〕����

，
����

���

������ ����������� �� ��� ������������� ������������ 伴��
�

���
�

��
� �������� ������ ����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如 ������������� ����

�
������������ �� �����

而
� ����

��，���������

‘ ‘ 盏‘ 产 ‘ 户
、

夕户 ‘ 产 ‘ ‘ �父‘户 ‘ 奋 ‘

�上接第 �� 页�

也是难以充分
、

准确地表达什么意义的
。

综上所述
，

艺术的内容与形式是可分而又不可分

的
。

任何艺术作品
，

只有当它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

出丰富深刻的思想意蕴时
，

才取得较高的艺术价值 �

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
，

只有当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得

到充分发展时
，

才可能进人成熟时期
。

形式的美或因

其所表现的内容而张扬
，

或因其深蕴的意味而著称
。

形式美的创造也就要与其内容相结合
，

同其积淀其中

的意味相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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