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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对于美的感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当人类把这种感知通过图画或者雕刻记录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着美的传

达，对美的感知的传承也是最早的人类美育的形成。本文通过美与造型的关系、意境当中的美的塑造、不同时代中美

的传达、美受到人不同感知的影响几个方面阐述美育是源自人类对美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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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erception of beauty is the innate instinct of human beings. When human beings record this 

perception through pictures or sculptures, they are already carrying out the transmission of beauty. The 

inheritance of the perception of beauty is also the earliest formation of hum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uty and shape, the creation of beauty in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transmission of American and American in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beauty are expounded that aesthetic educa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image creation of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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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源自于古希腊。希腊美的起点是“人体美”。希腊的人体雕塑刻画的是从容、自在的面孔，塑造的是呼吸起伏的肌肉，雕刻的

是自信、健康的身体。希腊雕塑家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对人体美的发现。一位美术史学家说：“希腊人学会了纯真地看待裸体，不论

是在希腊人以前或以后，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看待裸体的。”[1]当然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希腊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小

小城邦，可以自由表达意志，喜欢哲学思辨，热爱知识追求，热衷竞技运动，他们找到了身体的节奏和身体的各种极限，他们的每一寸

肌肉都是经过锻炼，这样的身体使他们自豪。诗人用文字赞美歌颂；画家用画笔表现完美的身体；雕刻家选择在大理石上雕刻出健康的

体魄。希腊人在陶器上涂以彩绘，不仅增加装饰，而且起到美育的作用。所以，从希腊开始，美育已经从形象造型开始传达。

一、美即是造型

美术的造型有场景的塑造。新中国的伟大时刻的艺术见证是

中国画家董希文1952年完成的著名油画作品《开国大典》。它用

一个绘画的视角，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时天安门国庆典礼的盛况，[2]用艺术的造型再现了开国

大典的庄严时刻，把历史定格在画面之中，画面上毛主席庄严的

宣告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整个天安门城楼

的开阔的景象和天安门广场游行的队列，相互映照，蓝天白云和

城楼上的红灯楼红柱子形成强烈的对比，画出了一幅风和日丽、

阳光明媚下的开国大典。

美术的造型还有人物的塑造。《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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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是1514-1515年拉斐尔·桑西作的一幅油画，现存于巴黎卢

浮宫。[3]这是一幅半身人像，构图呈三角形，叠放在腹部前方的

两只手只露出了手腕、大拇指和食指。画中人物是当时的政治外

交官，表情自如、随意、从容不迫、冷静可靠，给人的感觉是异

常的清醒和节制；衣着是内敛的，灰色和黑色的衣服，表情的严

肃被天鹅绒的光滑所缓和，胸前衬衫的褶皱，体现出一股纠缠的

力量，使画面中心产生活力，相对毛皮的柔软和丰厚，这力量更

为突出和强烈；整体色彩呈灰色，过渡性的阴影处理，表现了灰

色的典范，也就是中性、冷静的特性，是人物外交官的特性：调

停与权衡各方观点，考虑周全，阻止冲突。画面的氛围是冷静与

克制，天鹅绒和毛皮能够非常好地吸收光线，将光线隐藏在衣服

的厚重中，如同严格保守的秘密，贝雷帽的边上，细小的羽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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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若现，反光浮动在衣袖上方，似乎极细小的毛皮摩擦声音正在

消失，感觉在他周围，世界的进程没有那么焦躁。人物的坐姿，

肩稍微偏向自己的左侧，暗示他随时可能被其他事情叫走，但眼

下，他甘愿待在这里。半身像一定会考虑手的表现力，但画家只

画出一部分手，另一部分被画作下端裁掉 —— “有些东西不见

了”，似乎告诉观者大使没有告诉我们他知道的一切或者他经手

的一切。

从宏大的画面，到一个单体人物的肖像，美术的表达是非常

宽阔的。对于美的欣赏和认知来说，首先我们要放开眼界，能够

多欣赏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乃至不同个性的作品，由此我们能够慢

慢的在视觉的感知中，培养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学会欣赏那些在

艺术语言表达上特别丰富的作品，能够欣赏作品的风格，进而能

够欣赏作品的品味。

二、美在意境中的形象塑造

西方有传统的架上绘画，中国有传统的卷轴绘画。中国从魏

晋南北朝开始就有许多长卷，来表现故事和山水。卷轴的形式体

现了中国的审美感受，是我们先人建立起的一种审美观念，那就

是：当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是融入自然的，是可以进入自然

的，由此获得美感。画家们试图用这种形式，来表现他们游历山

河、感受自然的体会。卷轴的表达经常是千里江山。所以中国画

的创造，追求的不仅仅是表达画得像与逼真，更多的是传达艺术

家所感知感受到的意境，并且把它表现出来。

中国绘画除卷轴形式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

国绘画的笔线造型，因为中国画是用中国的毛笔在中国的宣纸、

绢帛上来描绘的。当中国古代的画家用线条造型的时候，他们已

经具备了非常高的美学素养和品质，他们能够把看到的大千世界

用线条表现、勾勒出来。

《狮子林》是吴冠中在1983年创作的水墨画作品，现存于上

海美术馆。[4]观者在第一印象中不会找到具体的人或者物，他是

用纯碎的视觉语言描绘的观者眼中的狮子林。灵动的墨点，曲折

盘旋的线，在像宝石一样的朱砂、石绿、石青、藤黄等的点缀下

呈现一派东方绘画的风骨与神韵。再仔细去看，亭宇、小桥、回

廊、石头、树木、池水、游鱼一切都融入律动的视觉中。

三、人的感知影响形象塑造中美的传达

对美的认知中，人类的感知分为感性与理性两种。感性发自

于内心，是第一直觉的感知，理性来自于大脑，是分析过后的理

解。对于感性与理性的美的传达，在形象塑造中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分析，比如自然环境、具体的物件或者人、带有功能性的

物品。

（一）自然美

在自然中，人是自由的。“野蛮人既然成天在森林中游荡，

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语言，居无定所，没有战争，彼此从不联

系……他只能感知他真正的需要，他只注意与他有关的事物；他

的虚荣心不发达，他的智慧也不发达。”[5]自然中，人的状态简单

而单纯。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的天性是善的，所有的罪恶都

是社会使然，但是人类的发展不可逆转。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人

类需要回到自然中，排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是反思自然曾经

带给人类的自由、平等。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人在自然状态，人不懂善恶，反而

成就了人类德行的黄金时代。

我们从自然中多得到的还不仅仅是真与，善，还有美。19世

纪末期的印象派画家们为何会选择坐火车去巴黎的郊外写生，画

家的笔下不仅描绘了当时巴黎流行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描

绘了巴黎郊外的自然美。印象派画家们的画受欢迎，也不仅仅因

为画中是巴黎人自己时代的体现，也一定因为印象派的画大多描

绘的是自然美，而且是用自然光线下柔和的色彩呈现，挂在家中

也是赏心悦目。“大自然的绚烂惊人的景色”开启了画家的眼睛，

使他感应到它的美，画家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美。“一切真正的美

的典型是存在在大自然中的。”

（二）单个事物的美

在某个具体事物的美的欣赏与美的感知，它是非常个人化

的。人天生就有对美的欣赏和感知，这是人的“内在的感官”的

感受，是一种直觉。所以人对美的欣赏与感知千差万别。卢梭认

为：“审美力是人天生就有的，然而并不是人人的审美力都是相

等的，它的发展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人的审美力

都将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而有所变化。一个人的可能具有的审美

力的大小，是以他天赋的感受力为转移的；而它的培养和形式则

取决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6]而即使是处在同一个社会环境

中，不同的人也具有不同的审美。印象派画家雷诺阿曾画过一幅

莫奈的妻子的画《卡蜜儿》，画中的女人姿态悠闲、面容美丽，

这是雷诺阿眼中的卡蜜儿。卡蜜儿也曾多次以模特的身份出现在

莫奈的画中，《穿绿裙子的女人》给观者的印象更多是那件绿裙子

和模特别扭的回眸姿势，莫奈关注的重点不在模特的美而是画面

的构图。

（三）功能的美

古希腊时期，大约公元前6世纪，雅典陶瓶曾垄断了国外的市

场，可见它的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陶瓶的样式从侧面看去不

过是外轮廓两条曲线的不同变化，但工匠们却能在这两条线中找

出各种不同的比例、弧度和结构上的变化，创作出既实用又优雅

美丽的陶器。[7]同时又在适当部位涂以彩绘，增加其装饰美。这里

的“实用”也就是功能性的美。功能的美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作

为器物或者工具，它首先要能够使用。

20世界工业化的大潮中，包豪斯提出了“形式服从功能”的

功能主义理念，瑞典设计师汉斯·梅耶说：“我们所理解的建筑

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 只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设计中所应

遵循的原则是最大程度的实用和最低成本的付出，在两者之间寻

求最优组合。”[8]在这种氛围中，艺术家康定斯基强调了“功能

主义”理念，包豪斯的第三任校长密斯·凡·德·罗提出了“少

即是多”的概念，并改变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现代主义建筑。1929

年，密斯·凡·德·罗设计了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的德国馆，[9]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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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后来被称为“巴塞罗那馆”的建筑及馆内行云流水的内部空间

和简洁的建筑结构，和馆内展示的密斯设计的一把钢结构的无扶

手靠背的椅子—— “巴塞罗那椅”已经成为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

符号。

四、美的传达与时代的关系

（一）美的形象塑造受时代的影响

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

同种族有着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表达和不同的观念。

艺术模仿自然的学说，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哲

学家德谟利特认为，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在模仿动物，

从蜘蛛身上，我们学会了织布，从燕子身上，学会了建造房屋，

见兽跳而有了舞蹈，听鸟鸣而学会歌唱。此后，古希腊哲学巨匠

亚里士多德更是从艺术的起源、本质等方面系统地发展了此学

说。[10]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运用解剖学、透视学等科学理论

完善了写实绘画的技巧。至十九世纪中下叶，追求真实、和谐、

正确的比例结构关系一直成为西方传统艺术审美不可动摇的稳固

基石，艺术的模仿说，雄霸了西方传统艺术两千多年之久。

《泉》，作者被称为19世界西方传统艺术最后一位捍卫着法

国新古典的艺术家，安格尔。画中的女子被认为是艺术世界里最

唯美、最抒情、最雅致的女性形象，她体现了西方传统艺术的审

美精华。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传统艺术发展的两千多年里，人

们逐步建立起一种统一完善的艺术审美标准，那就是追求和谐、

唯美的艺术表现样式。而这种一元化、单向度的审美标准，在现

代艺术的时代也被重写了。

从二十世纪以来的美术，发展越来越多样化，开始有更多个

性的发展，有不同的观察角度，有把梦境表达出来形成一种超现

实的表现；有把色彩随心描绘塑造出了野兽派的风格；有只使用

纯粹的艺术语言比如点、线、面表现了构成的画面，传达了抽象

的概念；现在更是有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形成了人机交互艺术。美

育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艺术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形态，它

是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而形成的一种表达方式。美育可以激发学

生对艺术、对学科乃至于对人生的思考。

（二）美育通过形象塑造传达时代精神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满了北宋都城汴京的市井百态，

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清明上河图》纵25厘米，

横529厘米，最早有学者说画卷上有550人，后来有研究者数出

814人，再后来越来越多，连带隐隐约约的身影，甚至有专家数出

了1695人。这些人物在画中还不到1厘米，但是画卷上的人物表

情、肢体动作、服饰都画的细致入微，越看越惊喜。不管重要人

物还是次要人物都有自己的身份，这就是《清明上河图》了不起

的地方。从这些人物细节中，我们可以一瞥北宋的社会面貌。

詹建俊先生创作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描绘的是抗日战争

时期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顽强战斗，直到打光最

后一颗子弹毅然砸抢跳崖的应用场面。画面的人物组合选用了金

字塔式的三角构图，表现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人

物的刻画强调了对敌人的仇视与蔑视、凝聚了大义凛然的英雄气

概，表现了时代精神。

19世纪的写实主义，是通过艺术对表示对“现实”和“真

实”的关心，画家库尔贝的《采石工人》描绘的是两个正在采石

头和搬石头的工人，烈日下一个戴帽工人拿着工具跪在地上敲打

着石块，另一位工人正在艰难地搬着装满石块的筐子，他们衣衫

褴褛，脚上的鞋子似乎也很不合适。画面凸显了工业革命初期劳

工受压迫被剥削的处境。

五、结论

由此可见，美不仅可以通过多种不同形式的造型传达，美的

传达还可以通过不同艺术家不同的感知感受传达意境；当人的感

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分别发挥作用的时候，对美的感知不同，传达

亦不相同，感性的美可以是独特的，而理想的美更多的体现在设

计领域；不同时代对于美的传达亦是不同，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文

化现象，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种族有着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表达和不同的观念。而美育源自人类对美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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