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形

所谓“形”，是经验中的一种组织或结构，而且是

与视知觉活动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知

觉活动而产生的，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和不

变的印象，也不能把它看作各部分机械相加之和，或

者是先有各部分感觉，然后把这些感觉加在一起，凑

成一个印象。“形”是一种直接的、同时性组织活动的

产物，随着这种组织活动的展开（观看进即有组织），

必定会有一定的情感出现，比如紧张、愉悦、放松等

等。（《视觉思维》阿恩海姆著）。格式塔心理学认为

没有经过视觉组织的形是不存在的。“形”不是简单

的物象投射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光点的集合。

杉浦康平在《造形的诞生》中从亚洲文化的角度

阐释了人一开始认识形就是从各种物象可能出现的

象征意义出发的。这是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对“人对

形的感知是随着视觉思维活动开始的”又一佐证。

本文谈论的“形”即是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的

“形”，不是物理空间所界定的“形”，是经过人们视觉

思维后产生的形或形态。

"、人对形的感知规律

"#! 简洁的形让人感觉愉快。格式塔心理学家

发现，有些形给人的感受是极为愉悦的，这就是那些

在特定条件下视觉刺激物被组织得最好、最规则（对

称、和谐、统一）和具有最大限度的简单明了性的格

式塔。然而，对于有些刺激物来说，是不太容易被组

织成“易于接受的形的”。一种简单规则的形呈现于

眼前时，人们会感到舒服和平静，因为这样形与知觉

追求的简化是一致的，它们绝不会使视觉活动受阻，

也不会引起任何紧张感。这样的形一方面对人的心

理感受是积极的，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容易造成一

种依赖的惰性。

"#" 非简洁的形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对自己熟悉的或常见

的形状或是一些简单的、规则的图形不做停留，而对

那些稍稍不熟悉的事物却十分注意。同理，那些稍微

复杂一些和不规则的图形，不仅能引起更大的注意，

而视觉对它们的组织也变得较困难和紧张（与感知

一个简单的或重复的式样相比）。一件艺术品的价值

往往在于此，先是引起一种注意和紧张，继而对其进

行极积的组织，通过调动观者以往视觉经验和视觉思

维的组织，达到心理认同以后，完成欣赏过程。

"#$ 人对容易构造的图形与容易知觉的图形之

间有某种预期性。为什么单调的图案会令人觉得乏

味？为什么我们能从较复杂的结构上，从那些不明显

的让人察觉是在运用某种基本规则的图形上获得审

美快感。这就是人对形有一定的预期性，我们的知觉

系统有推算能力! 就象我在打球时能预知球可能落

在那里一样。我们在观看一个形时强调受众的知觉

机能，但这种机能是须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得到

的技巧。无庸置疑，受众所受的技巧训练越高这种能

力就越强，越容易从形上获得视觉满足感。

人对形的认识大致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新鲜

的（和周围环境不一样的形）会产生刺激，吸引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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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接受这样的形，感官产生平静、愉悦———习

惯，视而不见———新鲜刺激的循环过程。

!"# 大众文化影响人对形的感知。影响我们对

形的感知是否就取决于形本身形成的组织结构关系

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心理心素，格式塔心理学

家们做了很多有效的探索。我认为对形的感知还受

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如个人对形的敏感程度，形本

身具有的象征意义、整体社会文化教育对个人的影

响、社会流行文化使人对形的感知有很大的从众性。

在这里，本文把文化教育，流行风格和各种象征意义

都归入大众文化的范畴。

!"$ 从人对形的感知规律中对装饰图案的再认

识。

!"#"$ 原始时期：不管今天世界各地的艺术有多

么的不同，但在原始时期，各大洲的艺术却是令人吃

惊的相同。都是使用极简括的轮廓线的方法来作画%
平面的，都具有对称性、重复性和单调的节奏感。阿

恩海姆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缺乏秩序、缺

乏对称和整洁，才有了这种突出秩序、整齐、节奏的

艺术。这是人类对形的最初的认识：轮廓和有机形。

在今天的人看来是非常抽象的艺术形态% 而在早期

的人类那里却是对物象的一个敏感的、原本的认识%
这是一种让人看起来愉悦的简洁的“形”%而这种形

的产生是基于周围环境的原生状态。人需要一些不

同的形来区别于四周的习惯环境，于是他们对一些

单纯的有机形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并使用它们来做

些艺术创作，来装饰生活中的用具和居住空间。装饰

图案充满了原生魅力，也有很强的对形的感知的表

达性，是直接而率真。当然，按上面所述的视觉规律，

在大众普遍认同后，类似形开始泛滥，视觉感知产生

疲备，在原始后期，另一种规律性的图形产生了，开

始出现了一些非规则几何形的组织而产生的装饰图

案，如长江、黄河流域出现的鱼纹、花瓣纹，就是由三

角形，长方形，圆形结合起来。节奏有了变化，绝对对

称的形对他们来说不再新鲜刺激了，反而一些可以

表现动的节奏感的形引起了知觉的兴趣。如旋涡纹、

曲线开始运用。原始时期对形的感受是出于人与生

俱来的原生感知，很少受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各

大洲的原始艺术的面貌都惊人的相似。

!"#"! 古典时期：本文将从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到

工业革命前的时期归为装饰图形的古典期。这一时

期正是人的各种文化成形和发展的时代，文字、法

律、各种宗教、等级制度都在严格的规范着人的思想

和行为。对外物的认识有了长足发展，形不再是静态

的固定不变的了，人们需要感知有动感的世界，表现

在对形的审美上有了变化。（我们知道，绝对对称的、

形状简单的、节奏感单调的形不容易表达出动态感

受）所以在装饰纹样上大量使用曲线，以中国的太极

图案最能代表我们对外物的感知。然而动感若不加

规范就会显得杂乱无章，人对形的感知需要简洁明

确的形和一定的构成规则，同时又需要些复杂的形

来引起视觉注意力。古典期的装饰家们在这两者之

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把自然界一些复杂的形概括

出一种固定的程式出来形成基本形，又使用一些充

满动感的曲线、折线作为骨格，变化其组成结构，形

成变化无穷的繁复的纹样。中国汉代的帛画上，那些

美丽的云纹、夔纹、云雷纹；古希腊陶瓶画上畅利落

的线条和简括又不呆板的人物造像都是人对形感知

表达的结晶，也符合当时文化条件下人的审美。

然而，古典时期，大众的受教育是十分有限的，

信息的传播不仅缓慢而且单一。对形的感知一旦形

成定式后，知觉对这一类的形产生的依赖性是相当

大的，会在大众文化中长时间流行。从事装饰艺术的

人是手工制作，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播图案

的，特别是装饰图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各

象征性。而图形的象征性进一步阻碍了人对形的敏

感性。古典期的图案流行了很长的历史时段，产生了

很多消极的影响，图形的象征性更多是人的心理的

满足感而不在物理视觉的愉悦程度。比如中国的龙

的图形，自唐朝形成固定的形象以后，几千年几乎没

有质的变化，最多只在组织的形式上略有变化。究其

原因，是因为龙的形象象征着王权，不能随意改动。

一些吉祥图案的程式化也削弱了形对物象的感知力

度，比如“年年有鱼”、“早生贵子”等图形只和文字读

音产生关系，与人对形的感知无关了。整个古典期繁

复的充满韵律感的装饰成了一种流行文化，正如绘

画中的具象形流行一样，各国的装饰图案都大致如

此。虽然是各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各个具体的地区会

有一些小差别，但总体风格没有多大改变，不过是这

段时间流行的卷草纹换成蔓草涡；或是从巴洛克风

格到了洛可可风格而已。到了古典后期，图案虽然精

巧繁复，表达性却减弱了，这种大众对流行的从众性

直接奴役了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和一些没有形敏感知

觉的图案创作者，他们躺在程式化的温床上懒惰地

享受大众文化带来的麻痹，没有刺激性，没有紧张

感，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形，引不起人的视觉注意

力。图案创作者沦为了工匠，在自娱自乐中陶醉，按

照人对形的知觉规律，人们对长期所见的形会视而

不见，失去其敏感性。图案渐渐地失去了它的直接表

达感受的魅力了，退之成为对边框，对细枝末节的再

修饰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详细描述拉斐尔的《椅

中圣母》，而从没去注意过这幅画的外框是什么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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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然，这是人对形的感知所要必须经历的过程：

新鲜，刺激———接受，平静———习惯，视而不见———

新鲜 刺激的循环过程。

!"#"$ 现代时期：到了工业时代，有了机器，有了

很多工业化的产品%汽车、艾菲尔铁塔。仿佛一夜间，

我们的周围充斥了工业化的产品，当然，由于初期技

术的原因，只能制造些规则的几何形，桌子、椅子、房

屋都是规则的几何状。简洁硬朗，完全不同于古典时

的造型，这种流行给了大众一个新鲜的刺激，在装饰

方面，以前看惯的旋涡纹、卷草花不见了，只剩下几

根简洁的线条和色块，这些都不是自然界有的物象，

完全是人造的了。“装饰罪恶”的理论也为这种流行

风格开道。我们理解的这句话也就是指过度的装饰。

这种由少数人倡导的现代主义的风格很快被接受，

这得益于大众受教育的范度和程度大大都提高了，

也得益于现代文化传播的速度比以往都快。人对那

些单纯的直线、几何形体又变得敏感起来。注意，这

里不说人对形的知觉又回到原始时期（原始期并没

有纯粹直线和纯粹圆形，而更多是简洁的有机形）。

这段时期图案象征性含义减到了最少，使用纯粹抽

象的形表达心理感情。康定斯基在《论抽象的感情

性》得出了抽象图形给人在精神上情感上产生的联

想。由于受大众文化流行的功能主义的影响，人对形

的感受多是从实用和功能的目的去感受形的。装饰

图案依附于实用功能，在建筑上，在生活用品上在织

物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相类似的形一旦普遍应用，

就成为了流行，于是人们生活周围又充斥了单纯的

几何线条，摩天大楼装饰的直线条、笔直的道路，几

何形的家具。受众对形的感知能力又减弱了、麻痹

了，平静而愉悦地接受了这种流行。生活在人造形的

社会中的人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大批量的生产可

以制造一些流线型、曲面、更多的新型材料。二战后，

出现了大量的形（有机的形、几何风格的形、任意形

等）太多的表现风格，刻意的寻求强烈视觉刺激，而

人对形的敏感程度反而降低了。因为刺激物太多也

会视而不见。作为图案的形和其它门类艺术的形之

间的界线开始模糊，图案开始寻求更特别的表达方

式和表达空间。

后现代时期，图案是回到古典时期继承文化还

是另辟蹊径？是归入其它门类艺术形式？还是任其

山穷水尽走向消亡？基于人对形的感知的发展变化，

图案是应更具鲜活的生命力的，在创作观念和表现

手法上应具有开拓空间的。这就要求图案艺术家们

应站在理性的高度对那些曾表现出人类认识世界的

传统图形再认识，从而找出能表现当代人对物质世

界认知的图形，更进一步丰富图案的表达。

!、结 论

!"# 原始期：图案表达了人对形的本质的认识，

是一种原生状态的感知。

!"$ 古典期：图案要表达的是人对复杂节奏的

认识和人自然的物象的变形能力。

$"$ 现代期：图案表达人对形的抽象性和功能

性的认识。

!"% 后现代：图案应表达我们对过去文化传统

精华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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