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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态美学的概念

形式美学是研究形式在视觉设计中的美学意义，具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形式是指事物的外观或风格，以及相

对于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它体现在

形态形成规律和视觉认知上，这是一个狭隘的形式概念。广

义的形式是物体空间所占有的等高关系和表面关系，可以是

平面关系，也可以是三维关系。

形式是眼睛所持物体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无论形式的自

律多么纯粹和丰富，一旦成为设计的形式语言，所有的形式

都应该成为某种东西的外在表达。所谓形式是与功能无关的，

因为艺术设计是不必要的。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纯粹形式不

再是设计的对象，而是纯粹艺术的概念。形式美学研究狭义

的形式关系。

2 形态的构成要素

2.1 形态的基本要素

2.1.1 点、线、面

点、线和表面是形式的基本元素。根据形式系统上经典

几何的认知方法，认为形式的形成总是从军事维度上“点”

的机械运动开始的。平面是一条直线，几何的经典定义，强

调了元素的机械运动对形成地层的重要性。作为“形成”的

概念，点、线和面等元素是形成形式的逻辑起点。

（1）点

点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经常能体会到的，例如，当笔尖在

纸上轻轻点一下，就形成了一个点；当下雨时，雨是以点的

形式落下来的，并且落在窗户上还是会形成点状；当我们和

人道别，远远看去他消失的背影，最终形成一个点，然后才

会消失在我们眼前。点无处不在，也存在于日常的形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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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线段的两端就是点，在多边形线的转折处、三角形的

顶点、圆锥的顶角都有点的存在。点在立体造型上的特点是

确定位置。它在造型学上的特性是通过凝聚视线而产生心理

张力。

在 3D 体系结构中，点是表示空间位置的视觉单位。不

论其大小、厚度和形状如何，只要与周围的其他形式相比具

有视线集中和空间位置的特征，它就是我们可以称为“点”

的最小视觉单元。换句话说，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因为在

三维构成中，没有几何意义上的实点，只有相对比较。当你

和蚂蚁在一起时，如果你是一个“身体”，这是把你比作一

座建筑的关键。因为点在视觉体验上有一个浓缩的视线，“点”

的形状可以很容易地引导我们的视觉去关注它，如晚上的灯

塔、暗房里的灯光、晚上的萤火虫、衣服上漂亮的纽扣等，

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在视野中存在两个性质相同的点，

那么我们的视线就会在这两个点之间来回移动，从而形成一

条在表面不可见的线。如果有三个点来回，就会有一个假想

的三角形，如果有无数个具有相同属性的点，它将形成一个

虚拟的面孔，如夜空中的银河系。由于点的大小、亮度和距

离不同，点的组成可能会不同，造成不同的效果。

大小、亮度、距离相同的小圆点给人一种光滑、有序、

均匀的感觉，但明显单调。不同大小和距离的点可以产生三

维效果。不同亮度的点可以重叠，产生丰富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虽然点是建模中最小的视觉单元，但由于集中的视觉特征，

其往往成为影响整体建模的重要因素。

（2）线

电缆、栏杆、头发、树枝和筷子给我们一种真正的线条感。

线既有直观的线，也有非直观的线，如单面线。一条线沿着

特定的路径移动，形成一个曲面。线在造型学上的特点是表

达长度和轮廓。在三维构图中，虽然没有几何线条，但只要

厚度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与周围其他视觉元素相比，连续

的特征、表达长度和轮廓特征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两者

都可以称为线。根据它的存在，它可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

类型。所谓的正线，是指一条独立存在的线，以及一条以导

线或绳索等三维形式存在的线。“负线”是指具有平面或三

维边缘的非相依线。线条，因为粗、细、直、滑的程度不同，

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粗线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细线给人

一种软弱的感觉；直线给人一种整体的力量感，而曲线给人

一种流动和柔软的感觉。光滑的线条给人一种精致、柔和的

感觉，而粗的线条给人一种粗糙、质朴的感觉。因此，不同

的线条对三维形状的整体影响是不同的。形成一条线的方法

有很多种，有连通的，也有不连通的，有重叠的，也有交叉的。

根据线路的特点，确定线路的厚度、优势、角度、方向、间距、

距离等。

（3）面

迈耶在谈到“脸”时说，尽管线条的特征大多是理性的，

但二维平面却充满情感，充满了幻想和活力。艺术家或设计

师可以在由线条围绕的平面空间中创造创意，就像地理意义

上的平面一样，也就是人们可以生活、娱乐和工作的空间。

表面的产生是“线”的运动轨迹。由于外力的影响，线有不

同的运动，从而产生不同形状的表面。面孔可以形成不同类

型的形状，如简单形状的面孔、复杂形状的面孔、平面形状

的面孔、三维空间的表面。康定斯基称构成作品的平面空间，

即基础，称为“基本平面”。他认为，这是“包含作品内容

的基本空间，它由两条水平线和两条垂直线形成，与周围空

间分隔并隔离开来，并具有独立存在的性质”。基本平面在

没有内容且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具有表现力，这是由意识对重

力的不同分布引起的感觉。当心理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时，他

们认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左侧的结构较薄而右侧的结构较重。

此功能可能与一个人的左右手习惯和大脑控制有关。

2.1.2 体

实际上，任何形态都是一个“体”。在建模中，体有三

种基本形状，即球体、立方体和圆锥体。按形成形式可分为

半固态、点固态、线固态、平面固态和块状固态。半立体以

平面为基础，局部空间以立体为浮雕；点立体是点状的空间

视觉连接形式，如灯泡、气球、珠子等；线立体是以线的形

式生成物体的空间。长度，如铁丝和竹筏，是由空间中的平

面形式（如镜子、书籍等）形成的重量和体积的三维形式，

在空间中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实体，如石头、建筑物等。

2.1.3 形状

形状是眼睛抓住的物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是指不包括

对象的特殊特征（例如 , 其在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的外部图

像，即，形状与对象放置的状态无关，而仅与对象本身和对

象的边界有关。眼睛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形状是物体在距离、

角度、光线和空气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外观。对于同一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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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视角将导致不同的形状。例如，立方体可以呈现正方

形或正六边形，这恰好是由眼睛看到的对象的不同边界轮廓

引起的。形状是形式的基础，并且是特定条件（主要是视角）

下物体的单个表面。客观的三维空间始终由多个相同或不同

的单面组成。人脸与人脸之间的关系是形式，并且这些关系

的总和构成了该物体的整个图像。因此，形状、形式和图像

是相互关联的、不同的概念。

2.1.4 色彩

色彩是人眼睛的对应物，也是造型的重要元素。色彩是

物质表面的物理属性对可见光线吸收和反射后形成的不同波

长的光线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后所产生的特性。色彩对人视

觉的影响力虽然不如形状持久，但却是重大而强烈的，它在

设计的形式构成中具有特殊的视觉作用和形象作用，因为不

同的色彩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受，表达不同的意义。

色彩有固有色、光源色和环境色之分。光源色的状态、

物体受光的方式和环境都会改变视觉对色彩的感受性。尽管

色彩与形状是不可分的，但是色彩仍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

统，它包括色彩的物理、生理和心理等诸多方面的特性。

2.1.5 肌理

肌理是物体表面的纹理。不同材料的表面通常呈现不同

的肌理。因此，肌理通常可以反映物体的物理特征，如木材、

岩石、金属、玻璃、水等。肌理经常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

如光滑粗糙、坚硬柔软、干湿透明和不透明。肌理一般可以

分为以下几种：自然肌理，属于自然肌理的性质。模仿肌理，

就是用一定的工具和方法模仿自然肌理。人工肌理，是指由

一些工具和方法创建的肌理，包括人造产品的肌理。视觉肌理，

是眼睛可以直接看到的肌理。触觉肌理，是一种非平面肌理，

可以通过触摸感知。肌理不仅能增强物体的物理属性，还能

增强视觉空间感。例如，如果对象出现在平面上，肌理可以

增强其空间的深度和分量。三维物体也是如此。肌理清晰的

物体总是首先吸引人的目光。肌理也有很强的装饰性，可以

丰富眼睛的视觉体验。

2.2 形态的关联性要素

2.2.1 数

“数”是一种视觉力，形态与数的关联极为密切，形态

的表现实际是一种数的表现，这是由数的“量”的变化而构

成的一种空间的变化。在设计形态中“数”的概念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

（1）逻辑的数

形态构成中的“数”，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空间、形态

关系的逻辑性结构。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黄金矩形，长与宽的

比例尺度就是一个数的逻辑性结构，即这个数是人类优化出

来的，这个关系概念是一种数列关系，构成设计中还有许多

通过数列发展起来的空间关系，如费波那契奇数列：第三个

数是其前两个数的和（１，2，3，5，8，13，…），这个数

列可以将空间或形态分解成复杂而又充满秩序的结构状态。

（2）重复的数

重复的数不像逻辑的数那样仅仅是一种关系，而是一个

直观的可以见到的数。重复的数把相同或类似的形态不断地

重复以形成量，并通过这个量去产生视觉的影响力。很多形

在单个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然而当它不断扩张重复时其增

加出来的量，就可以吸引住眼睛。“重复就是力量”，这个

力量就是由“数”带来的。因此，重复在构成设计中是最基

本的形式手段，也是最需要理解和加以重视的概念。

（3）对称的数

形态中的数的变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我复制，当第

一次复制完成时，形态的关系就是一个对称的关系。空间形

态中数的对称是一个数加入一个相同的数，简单的方法就是

利用镜子，把一面镜子放在一个形面前，立即会复制出一个

镜像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镜像对称的关系。有趣的是，

这个对称的关系是由虚与实的两个形态共同构成的。

（4）分解的数

形态中数的增殖常常依靠自身分解的方法，由 1 变成 2，

再变成 4，如同细胞的生成。分解的数使形态具有“分形”的

特征，形态不断地迭代构造或是自我仿射而形成一种“自相似”

关系。这种分解的方式能够将空间或形态的样式构筑成一个

既无穷变化，又保留了母体特性的构成关系。这种分解的方

式也是一种数列的关系，即在一个单纯的几何形空间中找到

个数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数分解出与前一个形相同的形出

来，然后再依次分解 [1]。

2.2.2 变化

视觉模式的丰富性和设计模式的多样性往往是由变化引

起的。变化的作用之一是减少重复的单调，带来新的视觉感受。

变化可以说是设计的武器，它可以不断发展视觉风格，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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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视觉体验。从形态构成上看，变化是一种力，而形态和

空间的变化是由力的变化引起的。首先是消极运动的形态。

由于力的变化，它可以逐渐转变成一个正向运动的形状。因此，

变化的形态往往直接反映了这种力的运动特征。设计模式中

的许多运动模式都是由变化形成的 [2]。

2.2.3 编排

排列对形态的影响是积极的。它是形态组织、组成和管

理过程中形态关系的构建。从某种角度讲，编排可以说是一

种技术上的组合手段，在形式组合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编排

的核心功能是组合不同的元素并构建有序且可读的空间序列。

它的有序性是由形式编排创建的可读的视觉过程。因此，编

排本身就是一种表达形式。不同的编舞和不同的视觉过程将

传达不同的含义。因此，编排并不是纯粹的技术，它还需要

创造力、构想和独创性。图形设计中的图形布局是很多单个

屏幕，包括文本、符号、标题和其他元素集成在一起。布局

所涉及的元素比单个图片的组成要复杂得多，因为布局设计

的空间形式不仅是单个独立的平面空间，而且还是由多个书

页组成的序列化空间。涉及的要素包括信息、空间和时间。

布局的概念也存在于三维空间的设计中，其形式主要出现在

展示空间或环境空间中。例如，环境设计和展示设计中的布

局规划布局是一种广义的布局样式。城市规划是最大的空间

布局之一。

2.2.4 构成

构成具有结构、形成和形状的意义。构图通常关注元素，

关注点、线、面、基本形状、骨骼、方向、力、颜色、纹理、

位置等的性质和功能。然而，对这些元素的理性分析并不是

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最有效地发挥出这些元素的作用，

建立元素之间的关系，形成独特的风格。作品的构成更多的

是关于作品中的理性元素。例如，重复组合和渐进组合分别

基于不同的理性逻辑和机械结构。构图也是一个技术概念，

就是通过具体的构图分析来研究建筑造型的方法和技巧，探

索如何通过重复、分级、近似、展开、积累、分解来形成设

计构图的能力。组合与排列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元素，甚至这

两个概念也可以多次互换使用，因为在排列中组合元素太多，

也包含了许多排列元素。但在构图上更注重相对独立的空间

风格，造型和结构构件更加集中。我们可以使用点、线、面、

形状和颜色来创建空间样式，但通常我们不使用它们来安排

空间样式 [3]。

2.2.5 意象

所谓的形象就是形式的表现特征。图像是形式形成的重

要目的。如果表单缺少图像或无法形成适当的图像，则从某

种角度来看毫无意义。实际上，没有形式艺术是为了形式。

即使是纯形式的组成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并且可以形成

图像。

表单形成的图像来自表单样式的可读性。所谓的可读性

是由形式中的元素和关系所呈现的清晰可辨的状态。这种可

识别性并不意味着是否可以清楚地看到图片和空间中的形式，

而是意味着是否可以感知形式上的关系。这种感知是直观的，

不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分析和判断。

形象，也可以说是“机械构造的思想”。在比较机械“精

神”的同构性之后，图像以表演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人们以

精神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神经系统中唤醒人脑的运动特

征的结构形式。

意象结构是指形式构成中的隐性表现力。这种表达形式

由视觉形式中的“运动”和“力学”的结构属性组成。当视

觉观察直接掌握这些结构的性质时，在人脑的神经系统中，

同样的力量被唤起，并且“紧张”或“移动”的倾向被传递，

从而感知形式风格的表达，这是象征心理学形式的基础。图

像表达是人类感知的优先事项，因为它是我们日常视觉活动

的主要内容。像“塔”和“桥”这样的形式本身表现出与其

功能相匹配的正式结构。“塔”的崛起动力是满足精神升华

和与天地沟通的精神形象；这座桥是一样的。这座桥本身不

是连接道路的桥梁。它是一种空间形式，但作为桥梁的空间

节点，它可以作为两个封闭边界的通信节点和通道 [4]。

研究形式构成要素的目的是理解这些要素与设计形式之

间的关系。要理解形式构成了作为形式的内容，同时服务于

它自己的自律。一方面，它是形式本身的象征，象征意义和

意象的表达；另一方面，这些在很多情况下是视觉艺术的灵魂。

3 形态的分类

形态具有多种分类方法，可以依据形态的要素、结构、

关系、意义、表现和形成的方法等进行不同的分类，此处列

举几种最基本的形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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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几何形

几何是一种简单、简洁、合理的形式，是形式世界中最

基本的形式。常见的圆、正方形、三角形等是最基本的形式。

几何学通常是高度规范的，隐藏着严格的逻辑尺度和复杂的

数学关系。而真正的标准几何在自然界是罕见的。几何是数

学推导的结果，通常需要特定的映射工具来绘制。因此，几

何图形是可以完全重复和任意复制的图形 [5]。

几何学有时是无机物的一种形式，也被称为“机械形状”。

其机械严谨的结构和简单的直线、弧线和方向感往往显示出

美丽的力量和速度。因此，几何也更加刚硬和冷漠，是一种“冷”

的形式。但是几何学经常能揭示宇宙本质的结构关系。

3.2 有机形

有机形式基于自然形式。所谓“有机”是指具有自然生

命的有机体，是生命的外在形式。此外，一些无生命的物体，

如海滩上的鹅卵石和许多人工流线物体，主要是由自由曲线

在生命运动和自然力学的作用下形成的，可以是有机形式。

因此，它通常被称为“生命的抽象”。

一般来说，有机形式的形成不依赖于数学或机械方法，

而是依赖于相对自由的条件、平稳的运动。有机形式是内在

张力和外在力量相互抵抗时的和谐关系，给人一种整体而柔

和的美感。有机形式有很强的亲和力，是一种“温暖”的形式。

有机形式具有强烈的精神元素，往往可以成为人们深层意识

的象征和暗示，如细胞和生活的初始状态。自然界中的动物

和植物都是有机的，因此，人工作品中由曲线形成的物体往

往具有有机形态的形态特征。如果说“流线型设计”在当时

曾经流行，那就是一种以有机形式为主体的设计风格。

3.3 偶然形

这是基于形式形成的分类。偶然形式与有机形式或几何

形式完全不同，它是在意外情况下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形式。

它通常是偶然的、无意的并且经常是无法控制的形式。因此，

意外形状具有偶然性、随机性和表面复杂性。墨水痕迹、裂缝、

斑点等都是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产生的。意外形状的复杂性

和丰富性通常会影响视觉纹理。因此，在设计和装饰设计中，

意外形状的形成常常成为产生纹理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些方

法包括吸附、印刷、喷涂、染色等。现代计算机图形处理软

件具有许多过滤功能，可以模拟意外形状的变化。这是计算

机随机计算的结果，但仍有一定程度的机会，这种情况就像

彩票机中的随机数排列 [6]。

3.4 自在形

自在形又称“自由形”或“任意形”，它是一种人工形式，

由人们随意放置。所谓“自由”, 就是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压力

的情况下自然流露出来的，它是无意识的，它本身往往可以

揭示一个人的性格和情感倾向，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

启示。严格地说，形式上的笔迹虽然可以重复，但其已经是

一个人的自然行为，因此，心理学家可以从一个人的笔迹来

判断他的心理和个性特征。

4 结语

美的形态学是美学理论体系中最具体、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环。正如没有美的事实，任何美的本质研究都是虚幻的一

样，没有美的形态学这一环，任何美学理论都是空洞的。因此，

对美的形态作专门的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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