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2卷第 1期

20 13年 3月

西昌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J o un rl af OX ie
h

an g C o
l l

e g e
·

S o e ia
l S e ien e e Ed i ti on

Vo
l

.

5 2
,

N O
.

l

M ar
. ,

2 0 1 3

罗杰
·

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

黄立佳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一5 0 2 2 )

[摘 要」罗杰
·

弗莱是 20 世纪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

他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观构成 了现代美学史的主导思想

之一
。

同时他还是后印象派绘画运动的命名者和主要诊释者
,

对其后 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批评理论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
。

本文对

其形式主义美学思想进行梳理
,

研究其发展演进情况
,

探讨其历史地位和价值
。

【关键词」罗杰
·

弗莱 形式主义美学 ;理论建构 ;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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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美学作为一种美学观
,

是指反映在线 础上重新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

同时也使形式主

条
、

形体
、

声音
、

色彩
、

文字等的组合关系或是艺术 义美学观从教条化的危险中解放出来
,

重新获得了

作品中的美
。

由于形式主义美学强调美的本质来 生命力
。

他与其后的克莱夫
·

贝尔一起使形式主义

源于形式
,

因此与强调对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物进行 美学观成为了西方美术史及思想史的重要潮流之

模仿或逼真再现的 自然主义美学观直接对立
。

形 一
,

对其后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式主义美学在西方由来已久
,

早在古希腊时期
,

先 二 罗杰
·

弗莱对后印象绘画运动的推动

贤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就试图从几何关系中寻 (一 ) 理念上的契合

找美的存在
,

这可视为是形式主义美学在西方的滥 从以上对罗杰
·

弗莱美学思想的概述中我们可

筋
。

其后很多美学家和哲学家在形式主义美学的 以看到
,

他主要强调形式对美的核心作用
,

认为美

发展史上都有突出贡献
,

康德就认为
“

在所有美的 本质上来 自形式
。

为了支撑他这种哲学观点
,

也为

艺术中
,

最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形式
” 。 「l]

而康德的这 了发扬他心 目中真正美的艺术
,

他将 自己的 目光转

种观点意在使人们认识到美来源于艺术品本身而 向了后印象绘画
,

力图以后印象画作来阐明自己的

非其它
,

单纯强调对 自然进行逼真模仿或再现的话 美学观
。

因此他积极向英国引进法国的后印象画

就会使人们意识不到艺术品本身的美
。

康德的观 作
,

并力排众议举办了多次后印象主义画展
,

极大

点对形式主义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将形式主 地促进了后印象主义绘画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大

义美学推向了理论层面
。

其后奥地利音乐理论家 陆的传播
,

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

丰富了美的表现

汉斯利克的见解和实践把这种形式主义思潮推向 形式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罗杰
·

弗莱对法国后印象

了极端
。

派影响的扩大功不可没
。

而他对后印象绘画的强

一 罗杰
·

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概述 调和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自己的形式主义

20 世纪以后
,

英国杰出的艺术批评家罗杰
·

弗 美学观
,

完成了理论建构和支撑的依据
。

莱对美学中的形式观做做出了新的解释
。

他的观 后印象主义也称印象派之后或后期印象派
,

是

点主要是认为绘画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是形式
,

它 由 法国美术史上继印象主义之后出现的美术主张
。

线条和色彩的排列构成
。

而且形式通过把秩序性 该词最早就是由罗杰
·

弗莱本人提出的
,

后来的英

和多样性融为一体
,

可 以使观者从中得到独特的审 国和美国的艺术评论家都用这一词语来描述和研

美的愉快
。

这种愉快感受因为由形式引起
,

所以不 究梵高
、

高更和塞尚等画家的画作和画风
。

长期以

会消失和减弱
,

但再现性内容引起的愉快感却不能 来
,

法国和欧洲的艺术评论家并没有将塞尚等人的

持久
,

因此对形式主义美学和 自然主义美学作了本 画作画风同莫奈等画家的印象主义加以严格区分
,

质上的区分
,

而且也对形式主义美学观进行了根本 但是罗杰
·

弗莱却敏感地看到了塞尚等人的画作同

性的定义
,

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成熟的美学观
,

并使 以往典型的印象主义的区别
,

提出用
“

后印象主义
”

它成为了现代西方美学的主导思想之一
。

这一术语来描述和研究梵高
、

高更和塞尚这三位画

在罗杰
·

弗莱生命的晚期
,

他对 自己的理论进 家
,

而且指出了他们与以前的印象主义的区别
。

后

行了反思和修缮
,

放弃了严格的形式主义
,

转而调 印象主义画家的创作理念离不开印象主义
,

离不开

和艺术中形式的作用与传统的审美理念
。

在此基 对光与色彩的强调
,

但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强调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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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光色变化的印象式作品
,

力图使 自己的创作能

反映更广阔的内容和更深层的美
,

因此这些画家更

注重绘画中的形式因素
,

注重探讨绘画中的精神价

值
。

而罗杰
·

弗莱作为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家和批评

家
,

更看重反映在视觉艺术中形式方面 的因素
,

强

调形式和线条的相关性
,

逻辑性与和谐性等
。

他并

不重视艺术作品本身所反映的主题事件与内容
。

在他看来
,

形式是艺术最具本质的因素
,

是美最根

本的来源
。

而他的这一观点和后印象主义的美学

理念基本上是契合的
。

因此他大力推进后印象主

义在英美以及欧洲大陆的传播
,

推广他的形式主义

美学观
。

(二 ) 《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

这是罗杰
·

弗莱的代表作之一
,

也是对后印象

主义进行研究的典范之作
。

在此书中罗杰
·

弗莱对

塞尚的 画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很多

真知灼见
,

这也成为形式主义美学的伟大理论著作

之一
。

塞尚本人作为一名画家提出了很多具有革

命性的艺术见解
,

如他主张在绘画中剔除情节性和

文学性
,

转向发挥绘画语言本身的表现力
,

这给当

时的欧洲带来了纯绘画观念的流行
,

也促进了形式

主义绘画的发展
。

塞尚还强调把 自然界存在的客

观物象进行条理化
、

秩序化和抽象化
,

在处理客观

物象时
,

要用球体
、

圆柱体以及锥体来进行
,

借此表

达物象之中超越 自然的理想概念
。

塞尚这些独特

的艺术主张和创新精神
,

受到 20 世纪西方艺术家和

评论家的普遍重视
,

塞尚本人也赢得了很高的荣

誉
。

很多其他方面的艺术家也在他那里吸收了不

少营养
,

他的某些艺术主张和见解
,

如否定绘画的

文学性
、

情节性
,

注重绘画的形式等
,

也被 20 世纪欧

美一些艺术家吸收并加以发展
,

以此丰富和改善了

形式主义理论
。

塞尚的作品和艺术主张在当时虽然具有革命

性的意义
,

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
,

甚至塞尚本人也把 自己的画作同印象主义画家的

作品放在一起公开展览
,

整个西方艺术界对塞尚的

贡献都认识不足
。

但罗 杰
·

弗莱改变了这种情况
,

他对塞尚的作品进行了深人研究
,

指出了他的独特

价值
,

也确立了塞尚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
。

在当

时对传统审美观进行挑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

而罗

杰
·

弗莱避开了直接与其发生冲突
,

而是强调塞尚

画作中的原创性
,

强调他在绘画中对小平面 的运

用
,

强调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平衡型的结构之美
,

开

辟了对塞尚画作研究的新方向
。

罗杰
·

弗莱据此提

出的
“

造型的色彩
” 「2〕
的概念

,

对绘画本身的发展起

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

这是其对现代美术发展

的巨大贡献之一
。

《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一书是对塞尚艺术作

品进行的经典性研究
,

也是西方美术史上的具有重

要地位的杰作
。

由于罗杰
·

弗莱本人就是一名画

家
,

所以他对塞尚作品的研究非常敏锐
,

看到了其

中的独特之处
,

并加以褒扬
。

弗莱作为一名形式主

义美学家对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并不赞

成
,

在他看来形式才是艺术最本质的表达元素
,

是

美的根源所在
。

而塞尚的创作理念是对 自然的一

切赋予形式方面的表达
,

这与弗莱的美学理念是不

谋而合的
。

在本书中
,

弗莱既对塞尚画风及艺术观

念的发展进程作了探讨
,

同时又对个别有代表性的

作品进行了深人细致的研究
,

因此完成的对塞尚艺

术风格的研究是非常全面的
,

这部作品也是研究塞

尚的重要资料
。

(三 ) 罗杰
·

弗莱对后印象绘画的形式主义分析

在对塞尚进行研究的同时
,

罗杰
·

弗莱也时刻

注意宣扬他的形式主义美学观
。

在这部书里
,

弗莱

将塞尚对艺术形式的推崇运用于文学批评中
,

使形

式主义批评广为人知
,

也标志着瓦萨里的批评方法

论的终结
。

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使罗杰
·

弗莱把 自己

的眼光从文化人类学的艺术态度转到了形式主义

审美观念上
,

在他看来艺术与科学的共同点之一就

在于艺术中最高级的愉快与科学中最高级的愉快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

都来源于形式
。

罗杰
·

弗莱推

崇的是在艺术作品中发掘形式的美
,

通过抽象形式

向自然主义美学观的对 自然的逼真再现进行挑战
,

更对在绘画中体现的文学性和情节性进行反驳
。

后印象派的绘画创作忠实地实践着罗杰
·

弗莱的这

种理论
,

因此被他拿来为自己的形式主义批评做依

据
。

通过对塞尚及其他后印象派画作的研究
,

罗

杰
·

弗莱找到了形式主义美学观及批评方法的支撑

点
,

在此基础上他反复强调形式在美和艺术批评中

的作用
,

使形式主义批评在欧美的影响力达到了顶

峰
,

因此他在现代艺术批评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

对

文学批评的影响也是空前的
。

而且他通过研究塞

尚的创作
,

发现了现代主义绘画的原则—
即

“

视

觉与设计
” 「习
的关系

,

对后来现代主义绘画及艺术发

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因此罗杰
·

弗莱既成为了

后印象派绘画的早期研究者和命名者
,

也为现代主

义艺术的发展开辟了理论道路
,

同时他在研究后印

象画作中反复强调的形式主义美学观也成为了现

代美学史的主流思想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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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罗杰
·

弗莱的晚年思想及对形式主义美学

的反拨

罗杰
·

弗莱是公认的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

物
,

也是公认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 自己早期形成的形式主义美学

理论
,

在生命的晚年仍不断地更新 自己的学术思

想
。

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它明显地

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早期以 19 06 年出版的《艺术与

设计 》为标志
,

这一时期罗杰
·

弗莱作为典型的形式

主义美学家
,

强调艺术品的美来源于形式
,

反对 自

然主义美学观对 自然界客观事物的逼真再现与模

仿
。

而且他着重介绍后印象派的作品
,

强调与形式

主义美学的契合之处
,

对后印象派的传播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
。

后期以 1 9 26 年出版的《变形》为标

志直到他生命的结束
。

这一时期他对 自己的理论

进行了梳理
,

修正了理论中的某些地方
,

并且极力

地使形式主义理论从学院化与教条化中解放出来
,

使形式主义的理论不至于僵化
。

在罗杰
·

弗莱生命的晚期
,

形式主义理论已经

成为了当时思想界与艺术界的主流
,

也得到了广泛

的重视
。

但同时形式主义理论也有僵化的倾向
,

人

们对它的理解也较为狭隘
,

形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

发展到了极端状态
,

即认为形式是艺术创作中唯一

重要的东西
,

内容只是形式的附属物
,

完全是无关

紧要 的东西
。

这也造成了人们对形式主义 的误

解
。

罗杰
·

弗莱注意到了这种趋势
,

在加上对自己

的思想理论进行梳理和反思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
,

因而对 自己早期的形式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

正
,

剔除了其中的谬误之处
。

他开始质疑那种被简

化和定型了的所谓的形式主义理论
,

最终放弃了这

种严格的除了形式什么也不强调的形式主义理论

后
,

开始调和形式主义与纯粹审美经验的关系
,

力

图找 出二者的相关及在艺术审美中的地位
。

因此

在他晚年的写作和研究计划中
,

他继续对形式主义

理论进行研究
,

但同时又希望协调与传统的审美经

验的关系
,

试图丰富自己的理论并形成成熟完善的

形式主义美学观及文学批判理论
,

并尝试将形式主

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引人更广阔的艺术中
,

在更广

大的艺术史上进行研究和修缮
。

这构成了他晚年

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
。

罗杰
·

弗莱在 1 9 18 到 19 34 年的写作中
,

对原有

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

并从剔除了许

多东西
,

当然某些因素如对艺术中形式的重视等始

终贯穿于其批评生涯和理论生涯之中
。

即便是早

期为现代主义发声的时候
,

他也并未放弃对后印象

派的支持
,

特别是他对塞尚作品中包含的与古典和

传统审美观的肯定
,

表明了他始终是一个审慎的思

想界
,

对自己理论的各方面都作了全面的研究
。

在

罗杰
·

弗莱生命的后期他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深化

和细化
,

这表明他以严肃的研究态度深人地考察了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考察了他的形式主义理论对

生活和艺术表现形式的适应程度
。

需要注意的是

他对 自己原有的理论所进行的调整甚至是大规模

的修缮并不是说他完全放弃了早期的思想
,

而是将

其精确化和明细化了
,

舍弃了其中的谬误之处
,

留

下 的是成熟的形式主义理论
。

这使他摆脱了脸谱

化了的形式主义拥护者的形象
,

而取得了作为思想

家应有的地位
。

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罗杰
·

弗莱晚期的思想是调

和形式主义与传统的审美经验的关系
,

将形式主义

批评理论从学院主义中解放出来
。

同时也扩大了

自己的理论范围
,

避免了教条化的可能
。

而罗杰
·

弗莱本人作为后印象主义理论家和形式主义批评

家地位的获得也正是基于此
。

对他晚期思想的研

究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他的思想
,

明确其在文艺批

评史及思想史上 的地位
,

也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形

式主义美学观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罗杰
·

弗莱对现

代西方文艺批评的转向有着不可埋没的历史功绩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l[] 康德
.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下卷 ) [叫
.

邓晓芒译
,

杨祖陶校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 0 0 9 :

77
.

z[] 罗杰
·

弗莱
.

弗莱艺术批评文选网
.

沈语冰编选并翻译
.

南京
:
江苏美术出版社

,

20 10
:
13 6

3[] 罗杰
·

弗莱
一

视觉与设计阿 ]
.

易英译
.

江 苏教育出版社
,

20 05
: 2 9

.

#[] 罗杰
·

弗莱
.

塞尚及画画风的发展阿 ]
.

沈语冰译
一

桂林
: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0 9
.

s[] 沈语冰
.

20 世纪 艺术批评 [叫
.

杭州
: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

20 03
.

6[] 范景中
.

美学史与观念史网
.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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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

互相学习
,

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
,

为活动的开

展推进提供条件保障
。

在这一过程中
,

教师要特别

注意发挥 自己的引导作用
,

指导讨论激发学生探究

新问题的欲望
,

引发学生 的思考
,

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 2 )多样化的成果

展示
:
实践的成果既可 以是学生在服务中的学习成

果
,

也可 以是同学之间共同的学习和成长
。

展示形

式可以多种多样
,

例如
,

设置网络 日志
,

记录学生活

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新的想法 ;张贴学生活动的

照片
、

利用手抄报展示学生 的活动体验 ;举办庆祝

会
,

借助小品
、

诗歌等形式引导学生反思 自己的活

动经历等等
。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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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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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翎民务学习
”

叶教育发展研究
,

20 07
,

S A
.

3[] 托克维尔
.

论美国的民主 (上册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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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果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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