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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工艺美术审美的基本特征

  审美领域是一个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世界，美的形态因此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美是一种感觉，处于

不同地域、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文化心理，这对审美形态的凝聚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美的定义就是：符合了你的情感范围,你认为美它就美,你知道的美越多你懂得的美就越多。  

  审美形态实际是一种审美的文化形态，反映了人的审美存在状态。因此，审美形态要放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

得到说明。工艺美术是人类文化艺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分析工艺美术审美的基本特征首先要对“艺术

美”有一定的了解。  

  一、艺术美的基本特征  

  美的艺术形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根植于生活之中。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形象，也就没有艺术形象的

美。艺术形象的美，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生活的反映。  

  我们了解了艺术美的基本内容，那么，艺术美又有什么基本特征呢？也就是说，艺术美最基本的特别显著的象

征和标志是什么呢？艺术美的基本特征，是由艺术美的基本内容决定的。我们通过以往对艺术美的了解，可以归纳

出艺术美的几个基本特征：  

  1、直观性 所谓直观性，就是具体生动性和直接可感性，它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在大脑中产生感

觉、知觉和表象，并进而产生联想或想象。这是因为任何艺术美总是由形象的美决定的。而一切形象又都是直观

的。  

  在有些艺术作品中，艺术美的直观性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绘画，当我们欣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美术

家——达?芬奇的优秀肖像画《蒙娜丽莎》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一位美丽的女性。她的脸、胸、手像浮雕一

样给人以立体感，仿佛活生生地就在面前。特别是她那自然的微笑，除了表现出她的端庄、娴静和温柔以外，还卓

越地表现出她那心满意足的内在喜悦，以至于成了有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再如现代舞蹈家杨丽萍创作表演的

《孔雀舞》，生动的再现了孔雀各种美丽的形态，给人以美的遐想和享受。这种直接可见的直观性，在雕塑、戏剧

和电影等艺术作品中同样十分明显。  

  在另一些艺术作品中，艺术美的直观性虽然不如上面所说的那么明显，但是，它们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

官，使我们经过联想或想象，在脑中产生出美的形象。例如文学，它是通过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语言并借助思维

在脑中构成生动具体形象的。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直接看到的虽然是四句诗，但是，我们通过诗的语言能够立即想象到红

日、紫烟、山峰和瀑布，想象到因诗人所采用的“生”、“挂”、“下”、“落”等动词而描绘出的奇幻飘渺的壮

丽景色；随着诗人的比喻联想出一幅浩渺的银河正从九重天外飞落下来的神奇画面。这充分说明了《望庐山瀑布》

的艺术美的直观性。  

  再如音乐，它通过人和各种乐器的声音所组成的旋律、节奏及和声构成一种音乐语言作用于人的听觉，从而在

人们的脑中形成形象。当然，这种形象与可见的形象不同，它主要是一种饱含感情的形象，但也不排除欣赏者通过

想象和联想而在自己脑中形成与感情形象相应的图景。我们欣赏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

月》，那如泣如诉的曲调，那或紧或慢的节奏，舒缓而刚直，纯朴而执着，缠绵而坚韧，使我们深深领略到一位正

直顽强的盲艺人在旧社会饱经苦难的悲愤而压抑的情感，了解置身于夜深人静、冷月凄泉的境地，聆听到艺人的倾

诉与泉水的叮咚相鸣，观看到如烟的往事与孤月的清光相辉映。这便是音乐形象美的直观性。  

  2、协调性 协调性，最根本的是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就是说以完全美的艺术形式表现真实的生活内容。艺

术作品的美，表现在形式同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且由内容来决定，而内容又仅仅在一定的形式之中。也就是

说任何艺术美总是生活的反映。  

  2008北京奥运会前夕落成的现代杰出的体育场馆 “鸟巢”和“水立方”，一个圆一个方，被安排在北京中轴

线的两侧，有评论认为，这正好体现着我国“天圆地方”的传统文化内涵，“鸟巢”还暗含着“凤还巢”的美好祝

愿，同样是充满韵味的中国创意。“鸟巢”的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说：如果忽略复杂的网格，只看轮廓，鸟巢整个

形状，可以感受到这个形体的单纯性，这种单纯跟中国传统的瓷器、陶器相似，“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会有某种似曾

相识的感觉”。  

  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十分壮美的纪念性建筑。作为建筑艺术，它的美是世所公认的。在

这近百年的斗争历史中，人民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便是这座纪念碑的基本内容。这样的内容要求有与之相

应的艺术形式，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艺术形式恰恰与它的内容做到了完美的统一。以上列举的几座建筑，都充分显

示了艺术美的协调性这一基本特征。  

  3、典型性 典型性，就是艺术作品中的形象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又能反映一定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并寄予

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恩格斯要求作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指的这种典型性。毛泽东

同志所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

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是指的这种典型性。艺术美的典型性这一特征，同样是由艺术美的基本内容决定

的，它是人对于美的理想的追求和体现。  

  在鲁迅所写的小说《故乡》中，主人公—闰土便是一个典型。少年闰土红红的脸蛋，脖子上带着银项圈，见多

识广，勤劳英俊，特别是他在一轮圆月下看守瓜地，用钢叉向猹刺去的情景，简直是一位少年英雄。但是，当

“我”重新回到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闰土已经完全失去了少年时的光彩。他勤劳依旧，英气全无，质朴发展到卑

微，谨慎发展到麻木，与“我”之间由亲密无间变成了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闰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同时又是

旧中国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贫苦农民的代表。鲁迅塑造这个人物典型，正是要反映旧中国农村的本质方面，并且希望

由更多的人走出一条新路来。《故乡》的美，充分体现出艺术美的典型性。  

  4、倾向性 艺术美的倾向性，就是艺术家在创造艺术美中流露出来的爱憎倾向，也就是爱什么、恨什么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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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这种倾向性是由于艺术家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或一定的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整体素养所决定的。  

这种倾向性，是一切艺术作品中的美所共有的。比如一件极其普通的民间工艺品——无锡惠山泥娃娃《阿福》，它

也是有倾向性的。它的倾向性就是劳动人民所盼望的那种健康而富足的幸福，就像那胖胖的含笑的色彩鲜艳，喜气

洋洋的泥娃娃。  

  5、民族性 艺术美的民族性，就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各自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形式的特点。

换句话说，任何一件艺术作品中的美都必然具有产生这种美的各个民族的不同特色。这是由于任何一位艺术家都从

属于一定的民族，他的作品中的美必然不能超脱他所在民族的整个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作品，如书法、篆刻、国画以及各种地方戏曲等，它们的美的民族性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在与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各种艺术品种中，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我们的诗歌显然不同于俄国或其他任何国

家的诗歌。杜甫、李白的诗绝不同于普希金的诗，这不仅在于语言形式不同，更重要的在于它们所反映的不同的民

族精神。俄国作家果戈理在《谈谈普希金》中写道：“真正的民族性并不是描写萨拉凡女式长衣，而是民族精神本

身。诗人甚至在他描写完全是外人的世界的时侯，也可以是民族的，但是，他要用自己的民族自发力量的眼光，用

整个民族的眼光来看这一世界，这时他是这样感觉和谈话的，以至他的同胞觉得似乎就是他们自己感觉到的和说出

来的。”在小说和其他艺术作品中也是一样，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美，最根本的在于他以完美的民族形式描绘

出我国封建社会走向崩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对封建礼教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因此，《红楼

梦》表现出的艺术美是非中华莫属的民族艺术美。  

  二、工艺美术审美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生产活动的特征时指出：“动物只是按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

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

来塑造物体。”马克思的这段著名论断，揭示了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与艺术创造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艺术本来就

起源于社会生产和实用，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从物质生产中逐步分离出来，形成音乐、舞

蹈、绘画、雕塑等艺术。然而，这种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的艺术，只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大量的、直接体现着人

们生活中的美的，则是那些同物质生产浑然一体的艺术，这就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既是一种物质生产,也是一种

精神生产,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并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这是它在艺术领域中区别其他艺术的根本

点。工艺美术以其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方式无时无刻的在影响着人们。工艺美术对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它不如绘画那样具象和确定，而是烘托出一种宽泛的艺术格调和审美情趣。它是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统

一，既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又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既实用，又美观。这种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特点正

是工艺美术的本质和审美特征。  

  当然，由于工艺美术的品类十分复杂，各类产品所体现的实用和审美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例如，主要供观赏

陈设之用的玉器、木石雕刻品、刺绣等，其审美性是主要的。但从绝大多数工艺美术品来讲，实用性则是它的主要

方面。工艺美术品的创作其适用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结合是工艺美术的首要特征。  

工艺美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同建筑一样，具有两种基本的社会职能，即同时满足人们生活

上的实际需要和思想上美感上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艺品首先是适用的，然后才是美的。不能照明的台

灯，不能书写的钢笔，无论其外形装饰多么精美，也是没有审美价值的。正因为这样，许多陈设工艺在设计上也就

朝着适用的方向发展，如装饰用大型插屏可兼作挡风和分隔大型厅堂的屏风就是一例。但这并不否认单纯装饰用的

工艺美术品的存在与发展。从广义上说，装饰用的陈设工艺其装饰功能的发挥，即是它的适用性的一种体现。由此

看来，日用工艺品的审美价值主要是通过适用性的发挥才得以完美体现的。而对陈设工艺品来说，它的适用性正是

通过审美价值显示出来。  

  在这里，“适用”是具体的，“美”是抽象的，这种“具体”和“抽象”的对立与统一，使得许多工艺美术品

能历经世事沧桑而永葆其环境的、历史的、社会的各种美的形态和意念的青春。不容置疑，适用与审美相结合，是

工艺美术本质的、首要的特征。  

  工艺美术品的审美特征还同时受到工艺种类特性的制约。各类工艺品的审美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就看这类工艺品

的特征是否得到完美的发挥。例如，雕刻艺术，必须根据不同的材料，采取不同的运刀方式，选用合适的工具，运

用多样的刻镂技巧来完成雕刻制作。中国明代的《核舟》就充分发挥了这类工艺的特点。在一枚长而窄的桃核上，

当时的艺人王叔远，刻上了五个人、八扇窗，还刻出了一张船篷、一支船桨、一个火炉、一把壶、一卷书、一副念

珠。更为奇特的是上面还刻有对联，题名篆文共34 个字。人物神态各异，刀痕细如蚊足，雕刻工艺如此精湛的发

挥为古今作品中所罕见。又如当今刺绣奇葩“双面绣”，就是充分发挥刺绣各种针法、技法的“绝活”，具有极高

的审美价值。因此，当我们在鉴赏工艺美术作品时，必须看其自身工艺特征在制作过程中受材料、工具、制作水平

的限制的发挥程度，发挥程度越高，其工艺美学价值就越大，也就越能显现出工艺美术与其他艺术的审美特征，既

有独特的不同之处，也具有其直观性、协调性、典型性、倾向性、民族性诸方面的共性。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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