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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法则
谭晓山

如果说美学的内涵中心是和谐，那么由此派

生的对称律则是形式美法则的核心。艺术设计中

平面构成的诸多法则如重复与发射，条理与反

复，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等等，都离不开一

个核心问题，即“对称律”。对称狭义上是指同形、

同量、同结构的均衡形态，广义上则应理解为均

衡的变化统一，和由此产生的连续、统觉等视觉

形态和规律。

一、和谐与对称

对称的形态，一般是会形成和谐的，但和谐

的感觉未必都是由和谐引起的。为了对艺术设计

形式美法则的核心——对称，做进一步的论述，

有必要先对和谐这个美学内涵中心做讨论。

1、和谐

和谐即协调，是事物在矛盾对立的诸多因素

相互作用下实现的统一。人的和谐感觉是与自然

的和谐规律相统一的，它是一个合理的自然的运

作规律。艺术设计者正是提取了自然和谐形成的

要素，运用点、线、面组织成各种形式法则来实

现设计意图的，因此和谐之美不仅是符合客观规

律的，而且是可以运用它去创造我们心目中的

美。公元前6世纪，由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

达哥拉斯所创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学研究乐律，指出了弦长与音色的比例美。他们注意到了很

多自然物如植物，动物乃至人体上均有着一种协调的规律，并总结出形成这种和谐状态的比例，即“黄

金律”，其比值为1：1.618，也称“黄金分割”。在欧洲最典型的有希腊雅典的巴特农神庙和法国的巴

黎圣母院，其建筑整体与局部都符合此比律。这个比律虽然不是中国人总结出来的，但我们的祖先不

论是在建筑方面或者其它的设计方面，均不自觉的体现出“黄金律”这个形式法则。应当讲，自古希

腊一直到今天，这个比例充分显示了它在造型艺术中的价值。

这究竟为什么呢？据研究，人们看到以这种比例构成的物体时，心理的节律是和谐的，心情是愉

快的。因为他找到了两个事物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这种比例作为人们的一种审美尺度，便很自然的

与心理感觉联系在一起了。与物如此，对人也是这样，所谓“中庸之道”即是“恰到好处”，而非简

单的不偏不倚。《论语·雍也》有云：“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

行之道。”即说此意。

人们的审美心理与自然规律相协调，所以从艺术、设计的平面构成这个角度来审视，几何形便是

对这种规律的总结和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化归纳，这其中蕴含的各种美法则都离不开一个中心法则——

和谐，以上谈的是和谐律的本源。下面谈一下由和谐律派生出来的对称律等形式美法则。

2、对称

那么究竟什么是“对称”呢？为什么它是形式美规律的核心？这须从起源上进行探讨。

对称的概念是很宽泛的，最初是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如人们陈列物品时，总习惯于左右匀衡的摆

设，这是人的行为规律。再如，人的面部器官左右两边分布相同，这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规律，随着

这一概念在各学科中的应用，这个定义逐渐严谨起来，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如在数学上，它的意义是

对称变换，在物理学、地质学中研究晶体的对称性质，则有了对称中心、对称轴、对称型等概念。而

在艺术设计中，对称这个概念则是从形式美法则中归纳出来的。从视觉上讲，它是均齐之美；从心理

感觉上讲，它是协调之美，其它形式美法则均是与之相联系的。从本源上讲，对称规律是与人类生产、

生活相适应的。从人类孩提时期制作工具、物品的时候起，就逐渐感觉到对称的形成要适合生活和生

产劳动的要求，使人感觉到方便和舒适，久之便自然的对此产生一种美的感觉。格罗塞在《艺术的起

源》中说：“把一种用具磨成光滑平整，原来的意思往往是为实用的便利比审美的价值来得多，一件

不对称的武器，用起来总不及一件对称的来得准确，一个琢磨光滑的箭头或枪头也一定比一个未磨光

滑的来得容易深入。”格罗塞从人的审美与劳动说起，可谓精辟。人为什么偏爱对称呢？这是长期生

活经验所致。原始人类在彩陶的纹样上，在器皿的造型上所表现出来的对称意识，证明了这种规律已

潜入到人类的大脑之中，而又不自觉的将之运用在对生活态度的表达之中。它的起源首先是为使用的

方便、合理而产生的，只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几何形意识的出现，才形成了艺术创造的审美基础。

对称的规律是构成几何形图案的基本因素，其它形式美规律则是它的复合、交叉、变异。从起源

上讲它是最古老的，从构成法则上讲，它又是最基本的，因此说它是形式美法则的核心。正如普列汉

诺夫在他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指出的一样，人所固有的对称的感觉，正是由这些样式养成

的，这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来，野蛮人在自己的装饰艺术中重视横的对称，多于直的对称。器具和

用具仅仅由于它们的性质和用途，也往往要求对称的形式。依据格罗塞的说法，如果装饰自己盾牌的

澳洲野蛮人认识对称的意义，就像具有高度文明的建造巴特农神庙的人一样，那么很明显，对称的感

觉在艺术史上根本什么也没有说明，而是给予人以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练习和实际运用则由他的文化

的发展进程所决定，为了进一步说明对称法则的广泛意义，下面说一下对称律的几种形式：

1、完全对称，即“均齐对称”，是完全同形、同量、同结构的形式，如建筑物的外廊立柱，中国

传统客厅中堂的布置，自然物中的雪花结晶以及衣、食、住、行中的若干对称均衡的因素等。完全对

称，能使视觉效果稳定，产生庄重、沉静等审美体验，这是一种最原始的构成要素，处理不当，易产

生死板、单调、无生机之感。

2、近似对称，即不完全同形、同量、局部结构稍有变化的对称图形，如传统的对联、门神、门

前石狮等。门联的内容左右不同，门神的形象文武相别，石狮又分雌雄等，这种局部有差异的对称，

均衡统一中的小小变化，更能从稳定的匀齐中感受到丰富的变化。

3、反转对称，虽同形、同量，但方向相反，典型的如太极图，这是对称均衡的形态两相逆转,均

衡互移产生的图形，这种对称对比强烈，有静中含动之势，富有张力。

随着对称图形这个核心的不断变化运用，在不匀称中求平衡的构成中便产生了律动，在多样统一

之中这种律动演化组合成反复律，因而产生了节奏和韵律，因此，连续之美便产生了。

连续之美体现出的是节奏与韵律的和谐组合，在音乐里节奏是指节拍的长短或强弱交替出现而又

合乎一定的规律称之为节奏。节奏是旋律的骨干，是乐曲结构的基本因素。旋律则是在节奏基础上的

扩展，反复、重复，以音的高低不同形成的旋律线，体现出一个调式特征，表达着音乐的意义。而在

图形设计中，对节奏和旋律的表现，则是以构图条理中的反复、黑白、大小、虚实、强弱、主次等关

系来体现出的，是统一中的变化，变化中的延续，延续中的重复与回归，回归中的再次统一和变异。

这种变化，其根本因素还是内源于对称律，古今中外人类的艺术创造中无不体现着这种变化来的连续

之美，它构成了我们的设计世界。如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商周青铜器，汉画像石，古代建筑、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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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装饰等，无不体现着这种形成规律。

由对称而连续，最后会生成一种感觉——统觉。具体地说，当一个图形以一个不断连续的方式向

上下或左右重复延伸，我们看到这个图形时，无论视点移到哪个位置，呈现在我们视觉中的都会是一

种连贯的整体感觉，协调统一。如图案形式中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均是产生这种规律的土壤，这

种纹样与轮廓融为一体的视觉感受就是统觉。对这种法则的运用，在我国古代装饰艺术中俯首皆是，

如仰韶文化半坡型之“菱形纹”陶盒，据考，这里菱形纹是由鱼纹演化而来的，在这陶盒的装饰图案

中已不见鱼的踪影，所见到的是由扁方格之内黑白对比的三角形，配置成一个单元，交替延续而生成

的统觉——菱形纹的连绵不断。这种视觉和谐规律，包含的诸多形式美法则是丰富的，具有说服力的。

二、强化几何形训练，在平面构成教学中的意义

形式美的各种法则都是由最初的对称律构成的，因此，构成原理的理解和强化几何形训练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自然界任何物体的外部形态，虽说是多种多样的，但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来说，这些物体

可以归纳为几何形，因此，抓住了几何形训练，即抓住了平面构成的本质原理。

对于上述这个认识，是从教学中体会出来的，在上素描基础课时，会发现学生们在对所画形体结

构并不理解，未确定时便急于，也乐于铺设调子，这是因为铺大色调，能够很快地体现物体的表面形

态，有立体感，能出所谓的效果。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便遮盖了起形的不准，遮盖了对物体结构认

识的不充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初级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学中应强调结构素描的训练，就

是以了解、掌握物体的构造为主旨的素描训练，在画面上的表现有两个方面：1、物体各部分之间的

组合、构成、穿插关系。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物体各部分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运用规律。2、支持物

体外在形体特征的内部构造，如在画人物头像时，头骨的骨骼和面部肌肉是内在构造，只有理性的了

解头部结构的内在信息，才能客观准确地把握头部的形体特征，才能画准头像，同理，将结构意识运

用到设计教学中同样重要，具体地讲就是以几何形元素，去理解形体，因为几何形是总结了自然界的

多种形态。是各种物体的抽象形状，如学生们以“鱼”为元素，进行连续图案设计时，多喜欢用写实

的鱼形来做图案，习惯于具象形式，不善于从现实物象中提炼几何形态，缺乏几何形的形象思维，这

样是有悖于平面构成原理的，再如平面构成中“突变”这一课题，是指形体的大部分基本不变，极少

部分发生突然变化，形成动与静的视觉对比，如果用具象的花卉，动物图案做作业，效果不如用几何

图形提高快，因为几何形是能够除去表面的复杂，而以鲜明的设计元素来概括形体的。长此以往地进

行这样的训练，鼓励学生用几何形归纳形体，会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形象思维能力，在

这种训练中也自然而然地了解、掌握了艺术设计中的各种形式法则和其先后的主次关系了。

总之，几何形的美学意义是普遍的、广泛的，从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它相当于美学图解，特别

是理解了艺术设计的核心——对称，这一基本法则，更能帮助我们对艺术设计的实践。因为，抓住了

对立统一的本质，才能抓住根本，才能更有效地运用它，相信我们能创造出更完美的艺术作品，正如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指出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

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的和谐。”

“设计·中国”网站形象

设计大赛

评选结果揭晓

2005年12月15日到2006年2月28日，由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主办，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网络

信息中心、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设计艺术》编

辑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团委联合承办的《设计·

中国》网站形象设计大赛，面向国内网页设计专

业人士和广大业余爱好者广泛征集作品。活动得

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网易学院、蓝色理想、视

觉中国、视觉同盟、中国设计之窗、设计艺术家

网、中国设计网、我爱设计网、设计联盟、中国

艺术设计联盟、艺术中国网、DDC传媒等网站的

大力支持。本次大赛共征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

赛作品65件。对加强《设计?中国》网站与社会

各界的交流与互动，发掘优秀设计人才起到了积

极作用。

大赛组委会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公

众手机短信投票进行初选，邀请国内网络建设、

艺术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大赛评委会，评

定采用奖一名、优秀奖二名及入围奖二十名。获

奖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采用奖一名： 滕磊

优秀奖二名： 孙赫、邹子韬，钟形磊

入围奖二十名： 卢莹、戴鹏飞、崔鲁、程晓

佳、卢硕、熊子川、李杨、倪振、杨波、孙亮、赵

生涛、袁波、刘贤雀、黄珊、冯赓旭、蒋小波、宋

华荣、李欣、刘加林、梁永清

在此，大赛组委会谨向所有关心与参与《设

计·中国》网站建设的广大支持者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

首届全国校园服装设计暨

展示活动复赛

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行

2006年4月22日，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

心、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教育发展中心主办，我校及山东教育

电视台协办的首届全国校园服装设计暨展示活

动复赛在我校举办。首届全国校园服装设计暨

展示活动是为突出我国青少年工作重点，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举办，共收到17 个省市2000

余件作品，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和部分业内

专家组成评审组。通过初评，选出11个省市182

份作品进入复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