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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的过程是将无限的立体结构转换成有限的平面结构。这种转换过程，本质

上是一个创造过程。尤其是现代绘画，可以直接用“纯”绘画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我

们学习和研究绘画的形式语言，终极目标是在创作上有一番作为，所谓创作，是指

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既有典型意义又有独创思想和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通过

情感、题材、形式、材料、技巧的综合应用而产生创意，把客观现实上升为主观表现。

尤其是要通过新手法去寻找表达作品内涵和外在形式的完整结构，产生新的视觉感

染力，完成审美意境的创造，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题材范围、不同的表现工具、

不同的表现语言和表现方式等方面不断地丰富人类的艺术追求，那人类的绘画艺术

必将是灿烂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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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以图文并茂的样式探讨绘画原理和揭示绘画奥秘的书。

受母亲的启蒙，我自幼热爱绘画。初中时开始接触创作，先是版画后是油画再是国画。期间，

最大的困惑是如何组织出一个优美的画面。相同的问题在美院搞毕业展时也遇到了。当我留校任教

后，下决心攻克这一课题，并尝试着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了“绘画构图学”的选修课，接着，又在

相关的系开设“绘画形式语言”的必修课，出乎预料，反响强烈。二十年余来，每学期竟有百余人

同时选修这门学科，甚至有些毕业后的学生也再来旁听,他们动容地说,听了此课,美院的几年没有

白读。

两年前，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绘画形式语言》，深受读者欢迎。本书是在原有基础上

再梳理和调整，力图简洁明了，以适应当下快节奏的读图时代。从视觉的形式原理出发，阐述形象

思维活动和抽象思维联系的规律，由表及里进行剖析。把一些含混不清或画家们模糊感觉到的概念

以明晰的文字固定下来，并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加以佐证，涉及绘画、设计、书法、摄影

等领域。

我本人是水彩画家，是绘画创作的实践者，深知学以致用的重要，不能从理论到理论地空谈。

因此，本书力求兼顾理论与实践、文字与图片的并举，深入浅出，突出重点，艺理相通，逻辑相

贯，起到启发思路、打开局面、整理画面的诱导作用。既把形式语言作为技法范畴来对待，又把它

与绘画观念及创新意识的开拓联系起来，既强调它的创意性，又引导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掌握和

运用规律。

为方便大家阅读与使用，每个章节前有关键词提示，每章节后有思考题，起到首尾呼应，加深

印象、巩固学习成果的作用，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这些年来,我扮演着画家、教师、媒体人和理论家四位一体的角色；画画、教书、读书、写作成

为我生活的常态。除了对画画的热情没变，与年轻时代相比，多了一份冷静和理性。我一方面进行

绘画实践,另一方面从事理论研究,做学者型画家成为我孜孜以求的目标。尤其在人们心态普遍浮躁

的当下，我觉得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公布于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当然，限于篇幅，许多问题点到为止，也定有不当之处。另外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插图本着

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及多样性、典型性、创新性的原则，都是我喜欢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与全部

作者取得联系，请见谅，也一并在此致谢。

                                                                   蒋跃    2015年初夏于杭州《美术报》新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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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绘画形式语言概述

1

第一节  形式语言存在的基础

人类诞生伊始，就需要用各种方式来交流思想，其中

绘画信息的传递，就是交往的一种特殊方式，比文字早了

上万年。

约1.7万年前，法国拉斯科洞窟中的《野牛》岩画

（图1-1），便是人类祖先用绘画形式传递某种对生活和

自然观念的形态语言，寄寓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信念。其观

察方法是平面的，表达方式是直觉的。

中国新石器时代，位于云南省沧源县勐省区和平乡

永得海村东北的岩壁上，有用朱红色描绘的“太阳神巫祝

图”（图1-2）。其线条粗率劲直，反映出农耕部落的原

始崇拜。

我们利用视觉图像传递信息，具有直观、快速、生

动、具体等优越性。同样，在视觉图像中所反映的想象

力、创造力，会给观者以智慧的愉悦。有统计证明，视觉

信息占我们获得信息量的85％以上，其中图像的传递最

为广泛。因为人的生命运动建立在生存抗争的基础之上，

●绘画的形式与内容孰先孰后   

●绘画的本质意义与价值是什么  

●绘画的起点，我们从哪里切入

第一章    绘画形式语言概述

从美学角度而言，绘画艺术是人类受生存大宇宙的启发而创造出自我心目中的一个小宇宙。它是对人类

才智、能力、意志、情感的自我观照和自我肯定，表现出对真、善、美的追求，寄托了自身的理想和情操。

构成绘画作品最重要也是最先声夺人的因素是画面的形式感，而营造形式感的首要因素，便是绘画语言

的使用。它包括表现形式的构成元素、作品的构图技巧、使用的材质肌理、视觉的心理感受、形式美之规律、

黑白灰层次及色彩关系等。

因为绘画是以作者的直觉感受去表现直观形象为特点的视觉艺术，所以，绘画的形式语言是产生视觉艺

术的基础，无论具象、意象还是抽象的表现方式。可以这么说，形式语言是画家思想情感转化为具体表达方

式的一座桥梁，是显现画家艺术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火花，也是最终视觉效果的实现方式。

绘画的过程是绘画形式语言组织、运用的过程，交织着画家的情感与理性、继承与创新两方面的因素。

同时，形式语言对欣赏者而言，是渐入佳境的起点；对评论家来说，是艺术批评的最终依据。绘画艺术现代

性的重要标志，就是对构图及形式语言的研究，我们弄懂其中的奥秘，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就会自动打开，展

现迷人的风采。

图 1-2 云南沧源《太阳神巫祝图》  岩画 

图 1-1 法国拉斯科洞窟《野牛》  岩画



绘画构图与形式

2 

视觉行为作为人类生命的基本运动之一，具有深刻的精神

性。因此，绘画史就是一部关于视觉形式变化和发展的

历史，人们以物象作为视觉的体验基础，把握对生命的状

态。作画者的情感在技巧表现过程中的穿越、周转、停

顿、高扬和隐入等轨迹，形成了整体的视觉感染力。

非洲原始人的壁画（图1-3），表现的是狩猎和采蜜

的场景。剪影式的人物性别和动态特征明显，疏密错落有

致。其魅力在于创作的主体在尚未意识到任何理性约束的

情况下，根据自身对大自然最直接的感性经验，用最原始

的材料和手段进行最直率的表现。现代艺术家扬弃既定的

文化传统，并尝试创新的艺术形式之际，绕了一大圈后才

发现与祖先不谋而合。

这里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内容与形式究竟孰

先孰后的问题。

山顶的老松树，姿态龙钟，气势雄浑，正是因为它

们具有的特定内容和形式，给我们的视觉带来了情感的冲

击。物质世界都是通过听觉、触觉、视觉、嗅觉等来感受

它们的存在的。看不见的空气也有内容和形式，氯、氧、

氢分子等是它的内容，飘浮的气体是它的形式。

因此，绘画艺术的创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内

容，通过具体物象的塑造，揭示了生活的本质；二是形式

特征，利用画面的视觉效果，营造了形式美感。作画者以

具体或抽象的图形作为感性认识的迹化形态，显示了对生

活本质的精神追求，形式则是这种精神追求予以落实的具

体手段。

古往今来，优秀的绘画作品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两者相辅相成，也是组成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我们

认为没有先后之别。任何人只要随便画几笔，就产生了形

式，同时，也就有了一定的内容。至于是什么内容，与作

画者的人生观、艺术观、个性、当时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

态有着密切关系。

特定的形式表现特定的内容，反之，特定的内容也

要寻求特定的形式来表达。换句话说，绘画的形式语言是

以特定的图样形式来表达自我的情感世界，即以具象、意

象、抽象等表达图式，并通过点、线、面、色、形、体、

质等形式因素，表现出作者内心广阔的情感世界。这是在

有认知度的前提下，以个人的体验和生活经历的积累作为

条件，然后实现精神交流的目的。这种认识可以随着艺术

家各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感受以及精神情绪的变化，而产

生不同的认识、理解。因此，绘画就是以视觉的形式去理

解和表达作画者内心情感和其理解的世界。内容与形式不

可分离，也没有先后，形式是一定内容和形式，内容是一

定形式和内容。没有无内容的纯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纯

内容。俄国的别林斯基，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当形式是内容的表现时，形式和内容之

间是联系得那么密切，以至如果把形式同内容

分开，就等于取消内容本身，反之，如果把内

容同形式分开，也就等于取消形式。”（转引

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三联书店，

1962 年版，下册 516 页）

汉代刘勰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提出了“经纬”之

说，认为内容与形式互为依存，同等重要。

绘画的形式语言是形象化的艺术创造性活动，是建

立在形象要素基础上的语言构成方式，是情感化个性展现

的样式，是将自然形象进行概括提炼，使其上升为理性高

度，以逻辑秩序的编织和体验进行人类情感精神的交流。

春季的萌发、夏季的茂盛、秋季的热烈、冬季的萧瑟，都

图 1-3 非洲原始人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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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留下了不同层面的景观印象，这些印象

给了我们驾驭图形语言、进行情感表达的基础。

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基弗的油画作品《秋韵》，用

写意性的方法表达了他对秋天的印象和对植物的生命歌

颂，尤其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绘画形式语言的熟练

驾驭，包括点线面的综合运用，并利用单纯的色彩、丰富

的肌理等处理手段，使画面充满强烈的节奏韵律。（图

1-4））

由此可见，人们可以借助客观图形进行直接的情感反

映，表达对理想、对未来、对生命的赞美。当然，亦可以

借助抽象的图形，表达出欢乐、郁闷、悲痛的心态。

图 1-5 维米尔《画室》  油画 图 1-6 马蒂斯《室内》  油画

图 1-4 基弗《秋韵》（四联幅）  油画

第二节  绘画形式语言的意义

人类对自然的感觉认识，是通过对自然形象的了解，

并指导人类去认识自然的结果。比如，当刺扎入人体产生

疼痛的感觉后，形成危险、刺激的强烈感受。这种感受在

人的大脑中形成刺激的符号记忆，人们就会把类似坚齿形

状的图形作为其语言的形象表达。当画家在作品中，如需

要表现这种锋利、刺激的形象时，很自然地会从大脑记忆

的深处寻找到这种形象要素，将其提取出来进行形式语言

的词汇组合、加工，以达到表达视觉情感层次的目的。

正是通过漫长的艺术实践，人们在对自然物象外在特

征的体悟和描绘过程中，由最初对表现形式的模糊状态，

逐渐认识到形式不仅与视觉物象和情感的表达有着不可分

割的密切关系，而且，直接影响着目的性的发挥。因此，

画家逐渐具备了利用形式因素对表现内容进行概括、抽象

的能力，从而由再现到表现，总结出符合人的主体精神追

求并与目的相一致的表达形式。这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

过程，正是形式美的创造过程。绘画作为一种“有意味的

形式”，虽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我们仍要从中看

到，形式的目的包含着内容，内容则积淀在形式美中，并

由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其审美价值的评判亦不同。



绘画构图与形式

4 

小荷兰画派维米尔《画室》和法国野兽派马蒂斯《室

内》，虽然两幅作品都以油画材质作为表现手段，画的都

是室内景，但由于作者所处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理

想和价值观念，所以产生了不同的视觉表达方式。维米尔

的作品以光的信息感受作为造型的技巧，比较直接地反映

了“真实”的视觉感受。而马蒂斯的作品则以固有色和平

面装饰的手法，表达了他对构图空间的理解和个性情感在

形式语言上的活力。（图1-5、图1-6）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绘画内容相

对应的精神内涵和意境创造是作品的灵魂，而外在形式则

是作品的生命。没有了形式，作品不能成立，内容无所依

附，灵魂也就无法产生。表现内容的积累无论多么丰厚，

如果没有了与之相对应的表现形式，同样无法达到表现的

目的，所以，它有其独立的意义和审美价值。一方面，形

式美可以从具体的内容中抽象出来，游离于作品内容之

外。另一方面，相同或相近的构图形式，可以负载并不相

同的内容。因此，绘画的形式美，作为画家形象思维与意

象思维结合的精神载体，对其本质的把握，应从研究、总

结其规律入手，既要看到形式美与生活本质的血缘关系，

又要承认形式美除具象外的艺术价值。有志于绘画艺术的

创造者，必须掌握绘画形式语言特有的形式美之规律，结

合对生活、生命的体悟，才能有所创造与开拓，避免绘画

形式美的萎缩与僵化。

然而，回顾历史，传统绘画美学观念，多少年来统治

着画家们的头脑，一直在对自然物的“模仿”、“再现”

之路上徘徊，忽略了绘画本身存在的价值。直至19世纪，

现代画家们要寻找一种“真实的世界”—在绘画作品中

去创造、表现真实的内心，把绘画从模仿自然的再现转变

为对绘画本身形成方式的追求，把模仿世界的意识转变为

创造世界的意识，把绘画本身作为最终目的。正如马蒂斯

在日记中写道的那样：

“把自然严格地描摹下来，我并没有这样

的本领，我只能把自然加以翻译，献身于绘画

的真诚。必须从各种色调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关

系中，找出色彩的生动调和，这种调和有如音

乐上的谐和。……构图，这就是画家为了要表

现自己的感觉，使所配置的一切因素造成装饰

和秩序。”（转引自《新美术》杂志 1981 年

第一期金冶《色彩的理论与实践》）

图 1-7 斯蒂尔《无题》  油画

图 1-8 毕加索《亚威农少女》  油画

图 1-9 塞尚《苹果和橘子》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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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画家斯蒂尔的油画作品《无题》中没有具体的形

象，只有红黄单纯的几块色彩，但有大面积丰富的板材肌

理，我们仍可以从强烈的对比和疏密安排中体验到作者强

悍的精神情绪，传达出的视觉效果与生活中的“真实”在

形式上更有意味。（图1-7）

立体派创始人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

女》中的少女已与生活中的真实形象相差甚远，但几何形

状的分割、强烈的色彩对比，使观众的视觉受到刺激而留

下深刻的印象。（图1-8）

绘画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所具有的价值，取决于画

家内心情感和形式的表达程度，既包含着画家对外界的

体验，又包含着画家对内心的自我观照，并把对世界的看

法、对自然形态的认识、自我潜意识中形成的意念，通过

绘画中的视觉形式要素组成新的序列关系，从而表达画家

追求的理想世界。由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注重形式语

言构成方式的探索与追求，是现代绘画的重要特征，其意

义不言而喻。说到底，绘画是一种用视觉符号表达思想的

特定载体，依靠视觉形式要素在作品中的结构关系，组成

形式语言的表达方式。比如，19世纪法国画家塞尚，其

作品强调绘画的纯粹性，重视画面的形式结构和空间的律

动。他摆脱了千百年来西方艺术传统的再现法则，对现实

景物更强调主观感受，并对形象进行高度的概括，使其成

为画面结构的素材。画面均衡，坚实而坚定，他无意于再

现自然，而意义是重大的。他曾说：“画家作画，至于它

是一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对于画家那是一种凭借，为的

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别无其他。”（《宗白华美学文学

译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215页）正因如

此，他被人们尊奉为“现代绘画之父”。在他之后，众多

的艺术流派相继粉墨登场。

塞尚的油画《苹果和橘子》，将散乱的物象构成秩序

化的图像，强调物象的明晰性与坚实感，无论近景、远景

的物象，在清晰度上都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上，舍去了无关

紧要的枝节问题，着力于对物象的简化、概括，富于几何

意味，强调图与底形状在画面中的分割，旨在重建绘画的

形式语言（图1-9）。

在毕加索的油画《镜中的少女》中，画家利用了几何

的元素，制造了类似机器人的造型，使结构更加直接和单

纯，因而视觉感受更加强烈（图1-10）。作者把看见和看

不见的景象综合在同一幅画面之中。尽管视觉效果是平面

的，但涵盖了时间的四维概念，称为立体派。

现代绘画在审美上以形式、色彩、材质和动感张力

为其标准，强化了这些元素的陈述力度，表达出自身最强

烈的情感。一件普通之物，透过画家“看”出其内在的联

系，这是后现代艺术方法的精髓。比如，在包豪斯艺术流

派中，俄国现代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认为：绘画已进入

以画家内在意识为主的时代，即并非借印象，而是属于

精神的时代，画家应由此更进一步地寻求自我的觉醒。

他得出了纯粹的视觉形态要素，是表达人类精神最有效的

方法。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自然物态的桎梏，追求内在的

精神价值，用点、线、面、色彩和具有象征意味的几何形

象，表现出运动、成长与变化，表达了他“即兴”的思想

追求。

图 1-10 毕加索《镜中的少女》  油画



绘画构图与形式

6 

图 1-11 康定斯基《白色之上》  油画

图 1-12 米罗《无题》  油画 图 1-13 朱德群《城市印象》  油画

观念和价值观念去处理造型和画面，与生活中的形态有较

大的距离。唐代周昉的作品《簪花仕女图》、明代陈洪绶

的作品《品茶》在用线、设色、造型特点上，都具有装饰

感，与生活中真实的视觉感受有相当的差距。（图1-14、

图1-15）

除了这些纯绘画的作品表现形式外，还有另一类更直

接表达思想的作品，即宣传画。第三届亚洲艺术节宣传画

（图1-16），是以宣传鼓动、制造社会舆论和气氛为目的

的绘画，带有醒目的、号召性的文字标题。其特点是形象

醒目，主题突出，风格明快，富有感召力。这样的作品也

同样包含了内容和形式问题。现代绘画在审美上以形式、

色彩、材质和动感张力为其标准，强化了这些元素的陈述

力度，表达出自身最强烈的情感。

总而言之，每一位绘画艺术的追求者，都是从形式

语言起步的。也许开始阶段是不自觉的，没有太多的概念

和想法，但是从他在白纸上画出的第一笔起，就是形式语

言运作的开始。因为绘画是一种视觉语言，画家复杂的情

感思维要通过图式载体才能表现出来。而表述的过程，都

归结于形式语言的运用。因此，对视觉形式语言的驾驭能

力，要比对物象本身的认知更为重要。因为绘画表现不仅

是对个别物象的主观认识，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对各物象之

间的处理上，使之符合人类在视觉感受中的和谐之美之规

律。我们要回到对绘画本身表现语言的追问中，品尝和体

康定斯基的油画《白色之上》没有具体的形象，但在

几何形的排列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运动、分离和集合

的形式效果。（图1-11）

西班牙画家米罗的油画《无题》、朱德群《城市印

象》这两幅作品都是用抽象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理

解。（图1-12、图1-13）

中国的传统绘画，一直按照自身的哲学文化、美学



第一章  绘画形式语言概述

7

察原发的视域信息世界，从这个基点出发，开启、把握视

觉艺术的生机和生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绘画作品中

视觉形态的组合方式，是画家对自然形态反思的结果，是

通过各种视觉要素的组合构成表达画家对于世界的理解，

沟通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具有语言功用的交流形式，也是

扩大人类审美范畴，以及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手段。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画面的结构比画面的内容更重要，让具

体的形为整体的结构服务，既坚实、富有张力和韵律，细

节又是耐看的，包括明暗、冷暖、灰鲜、构图、比例、均

衡、动势、节奏、转换等形成动感的形态之美，使形式感

和形式美对观者的视觉产生作用。与文学、诗歌、音乐不

同，绘画语言不是依靠抽象思想，而是凭借具象和直接感

觉来表达作者的创作意图，互相不能完全取代。比如将文

字作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失去文字描写的优美和读者想

象的空间。所以，绘画中视觉形态语言是我们绘画创作的

图 1-15 陈洪绶《品茶》  中国画

图 1-14 周昉《簪花仕女图》 中国画

图 1-16 第三届亚洲艺术节宣传画

基本点，既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反映我们精神内

涵实质的媒介。

形式美感是艺术作品审美的本原之一，是艺术作品语

言的组合方式，广泛存在于各种艺术门类中。形式美感的

现代转换，是变革时期所面对的整体性课题。在当代，几

乎所有勤于思考、勇于追求的画家无不思索着自己的艺术

选择与价值取向，如何将传统绘画形式美感向现代转换，

已成为检验当代画家及其作品高下的艺术准则之一。

在美术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常听到老师的口头

禅：“凭感觉。”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会让学生

腾云驾雾。事实上，美术课的学习过程也与其他学科一

样，是非常理性的，是学习和探寻规则和规律的过程，尤

其是绘画的形式语言。也许很多画家内心能够感受得到，

但说不出或说不全。本书正是针对这样的目的，试图讲清

楚一些基本的概念、规律、原则、手法及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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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何谓“美术”？其内涵是什么？你认为绘画艺术是感性的还

是理性的 ? 为什么？绘画的价值如何体现？

2. 你从事绘画以来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绘画的本质意义是什

么？谈谈你对内容和形式的看法。

3. 在观看方式上，中国画与西洋画的有什么区别？

4. 如何理解抽象绘画？选一幅自己感兴趣的经典美术作品用形

式语言的角度进行解读、分析。注意要能够读懂，层层分析得进去。

小结：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构成语言元素有三大板块：语音、语句、

语法。对应到绘画的语言上，就是风格、形式、构图。形式语言是我

们在绘画创作中应掌握的根本：形式语言的构成要素是绘画表现的基

础；绘画材质是绘画的载体；美的法则是应遵守的基本规律，我们应

了解、明确和熟悉，并在实际绘画创作中能运用。我们力求较系统和

较简洁地阐明这些问题，并以东西方比较的审美眼光，来讨论绘画中

形式语言的发生、原理、应用等，涉及摄影、工艺、书法、绘画等艺

术门类，希望大家在绘画创作和图形设计中有所受益。

绘画的形式语言是研究绘画形式美的规律、法则和技巧的一门学

科。它的任务是研究绘画的形式语言与表现内容、画家情感传达、方

法手段的实现及其形式美的规律，体现出技法、色彩、视觉心理、美

学等各种理论的综合修养。在学科交叉和学科渗透的今天，研究、分

析、掌握绘画形式语言的专门学问，把握现代绘画发展的脉搏，提高

我们的总体素质，补充相关的知识尤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