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7 艺术作品



 艺术创作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生产，其逻

辑起点是社会生活，生产终点是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是艺术创作活动的成果，艺术家

精神生产的成果。



艺术作品

 一、艺术作品的层次

 二、艺术作品的形式

 三、艺术作品的属性



一、艺术作品的层次

 (一)艺术语言——“言”

 (二)艺术形象——“象”

 (三)艺术意蕴——“意”



一、艺术作品的层次

 (一)艺术语言——“言”

 (二)艺术形象——“象”

 (三)艺术意蕴——“意”



(一)艺术语言——“言”

 艺术语言：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

方式和手段，运用独特的物质媒介来进行艺术创

作，从而使得这门艺术具有自己独具的美学特性

和艺术特征。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或表现手段，

就叫作艺术语言。



 20 世纪，随着各门艺术的发展，艺术语言更是

越来越引起人文学者和艺术理论家们的注意。尤

其是被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著名语言

学家索绪尔，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1916)，

提出了语言的结构主义模式。结构主义语言学影

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 20 世

纪 60 年代诞生的电影符号学。



 语言就是“存在”的家。

“诗”、“思”、“物”、“在”、“言”，同出

异名，共赴一体。 ——海德格尔

 话语在说我。

 生活在别处。 ——兰波



天才，同性恋，诗人。狂野、不

安、渴望漂泊和探险。

穿奇装异服、留长发、言语粗野。

与魏尔伦的惊世恋情。

沉醉于多变的人生。

执着地尝试着成为“任何人”。

从14岁开始写诗，到19岁完成

《地狱一季》，短短的5年时间

就完成了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全

部作品，实现了他在文字上“我

愿成为任何人”的狂想。然后宣

布告别诗坛。37岁死于非洲丛林。



(二)艺术形象——“象”

 艺术语言更重要的作用是创造艺术形象。正是艺

术语言，使艺术家头脑中的审美意象物态化为艺

术形象。

 如，电影镜头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不同

的镜头画面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艺术形象。



 从艺术作品的构成层次来看，人们在欣赏艺术品时，首先

接触到的自然是色彩、线条、声音、文字、画面等外部特

征，但它们仅仅是艺术表现的手段，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

是为了塑造艺术形象。

 换句话讲，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的主要作用，是将艺术家

头脑中主客观统一的审美意象物态化为艺术作品中的艺术

形象。可见，艺术形象构成了艺术作品的第二个层次。



视觉形象：是指由人的眼睛直接感受到的艺术形象。

 例如，一幅绘画，一件雕塑，一幅书法作品，一座建筑物，一幅摄影

作品，或者一件实用工艺品，都是视觉形象。

 艺术中的视觉形象直接付诸欣赏者的视觉感官，富有直观性和生动性，

带有明显的再现性。

 如摄影艺术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便是纪实性或再现性，它表现的总

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摄取的影像与被摄对象的外貌形态几乎完全一致，

给人以逼真的感觉。



 2004年8月2日，布列松走了。布列松本人

 留下的照片少之又少。这位老人想清静地

 离开人世。一如在生前，他不愿意被喧嚣

 的人群追逐，不愿意被拍照。但他为人们

 留下了700万张照片，这一数量惊人的作品

 中又包含了大量为世人所熟悉的杰作。

 他的葬礼仅有50个亲友参加，直到葬礼结束后，法国文化部才正式

公布了他的死讯。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布列松的死使法国失去了一

位天才的摄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师，一个他那一代中最杰出的艺术

家。”





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
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文心雕龙．神思》



咏菊
黄巢

•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
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
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艺术形象——典型

 典型。又称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或典型形象，是指艺
术作品中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

 艺术画廊中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艺术典型。《水浒传》
中勇猛鲁莽、见义勇为的鲁智深，秉性刚烈、性格倔强的
武松，脾气暴躁、心地善良的李逵；《三国演义》中足智
多谋、料事如神的诸葛亮，狡猾奸诈、欺世盗名的曹操，
粗豪威猛、急躁暴烈的张飞；司汤达长篇小说《红与黑》
中，性格复杂、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于连；巴尔扎克长篇小
说《欧也妮•葛朗台》中贪婪成性、狡诈吝啬的老葛朗

台……

 正是这些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得这些
优秀作品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具



(三)艺术意蕴——“意”

 意蕴；意境

 艺术意蕴。是指深藏在艺术作品中内在的含义或意味。

 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意蕴就是艺术作品蕴藏的文化涵义
和人文精神。

 艺术作品中的这种意蕴，并不完全是由艺术形象体现出来
的主题思想。艺术意蕴是一种更加形而上的东西，它是一
种哲理或诗情，是这样一种艺术境界，即“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只有通过整个作品的领悟和体味才能把握
内在的意蕴。许多情况下，对作品的艺术意蕴的阐释，都
只能接近它，而无法穷尽它。



意蕴的类型

 社会意蕴

 政治意蕴

 宗教意蕴

 哲学意蕴

 人生意蕴

 人性意蕴

 情感意蕴




史铁生



 意境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

诗、画、文、赋、书法、音乐、建筑、戏剧都十分重视意
境。意境是艺术中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是艺术中主客观
因素的有机统一。意境中既有来自艺术家主观的“情”，
又有来自客观现实升华的“境”，这种“情”和“境”有

 意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审美
理想境界。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孕育于先秦至魏晋南北
朝，诞生于唐代。集大成于清代王国维。



绝 句
杜甫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