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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亦称造型艺术。欧洲在17世纪始用这 

一名词。当时泛指含有美学情味和美的价值的 

活动及其产物，如绘画、雕塑、建筑艺术、文 

学、音乐、舞蹈等，以别于具有实际用途之工 

艺美术。也有认为“美术” 一词正式出现应在 

18世纪中叶。18世纪产业革命后，技术日新月 

异，商业美术、工业美术、工艺性的美术品类 

日多，美术范围益见扩大。目前属于美术领域 

的，有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包 

括工业、商业产品的造型、装饰等工艺，家具 

制作，编织艺术和装潢设计）以及陶瓷、青铜 

艺术等，在东方还涉及书法和篆刻艺术等。近 

数十年来欧美各国已不大使用“美术”一词，往 

往以“艺术” 一词统摄之。在中国，“美术” 一 

词系于五四运动前后由海外传入，开始普遍应 

用。中国的美术，源远流长，品类繁多。旧石 

器时代之粗石器，已能磨光、雕琢、钻孔，初 

具形式上的对称或均衡，有部位的节奏和线条 

的韵律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从几何纹饰进 

展到动植物纹样，仰韶和马家窑文化最著称。 

夏、商、西周和春秋间以富有想象力和装饰性 

的青铜工艺作为这一时期的美术标志。战国、 

秦汉，突出了雕塑（如秦始皇陵兵马俑、霍去 

病墓石刻）和绘画（如战国楚墓帛画、西汉卜 

千秋墓壁画、东汉画像石《闵子骞御车图》、汉 

代画像砖《乐舞百戏图》等）；篆隶形成书法艺 

术。魏晋、南北朝时，敦煌的佛教艺术勃兴，有 

大量的壁画和泥塑；除民间画工外，士林画家 

辈出；书法艺术亦达到新水平;美学思潮汹涌, 

百家艺语争鸣。隋唐则“君子之于学，百工之 

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尤以绘画、 

雕塑成就辉煌。五代、两宋，是中国书画艺术 

和陶瓷、工艺美术发展的鼎盛期，绘画挣脱宗 

教羁绊,趋向反映世俗生活;开始设立画院。元 

代逾百年，突出了文人画，画风从尚法、尚工 

趋向尚意重境;道教艺术活跃。明清两代，百艺 

续有发展；大写意画家竞岀；木刻版画、木版 

套色年画、民间美术和书法篆刻艺术等有所繁 

兴。鸦片战争后历史步入近代，国弱民困，中 

国美术趋于衰颓。五四运动提出反封建，学西 

方，力图革新，美术活动出现新气象。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术和社会实践日益联系， 

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美术活动起 

了质的变化，各门类均有发展变化；改革开放 

后，中国美术跨出国门，面向世界，艺术领域 

大有拓展，日趋活跃，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造形造型艺术术语。狭义即指造型艺术；广 

义指以艺术表现为目的、并具有一定美术要素 

的实用物之形态，如工艺、陶瓷、青铜等制品, 

甚至包括不论有无美的要素、凡通过人类的意 

识制造出来的眼睛能看得见、手能触摸着的形 

象。因此，可区分为以艺术表现为目的的造形 

和没有艺术表现意图的造形两种；还可依据有 

无实用目的再加以区分。以实用为必要条件的 

造形，仍可再依据有无美的要素加以区别。把 

造形的“形”换作“型”，限于使用在立体造型 

方面，因造型一词意味着雕塑、陶瓷、青铜与 

建筑艺术等，具有传统的三维空间的性质，富 

于立体的造型性。现作为更广泛的概念，造形 

和造型常混同使用，因为现代的绘画也有显示 

岀三维空间性，具有立体感的。这是借助特定 

的造型手段，如通过色调变化和明暗对比关 

系，使所描绘的对象看似立体化，尤其是置于 

阴影中，观赏者因视觉错觉而变形虚幻的真实 

性，更富有立体的造型性能。

造型艺术艺术形态之一。18世纪德国哲学家 

莱辛在《拉奥孔》中始用这一名词。在德语中 

造型（bilden）原义谓“模写”（abbilden）或“制作 

似象”（eild machen）0在新中国建国后由苏联 

传人，并与“美术”互用。指用一定的物质材 

料（如绘画用颜料、墨、绢、布、纸、木板等， 

雕塑、工艺用木、石、泥、玻璃、金属等，建 

筑用多种建筑材料等），占据空间，并以形、光、 

色、点、线、面、体等造型手段，制作可视的 

平面、浮雕或立体形象，显示客观存在的具体 

事物和创造者审美意识的，诱使与视觉发生密 

切关系之一种艺术。通常指绘画、雕塑以及建 

筑艺术和工艺美术。造型艺术习惯上分为“视 

觉艺术”和“空间艺术”两种，前者指以绘画、 

岩画、版画、画像石、画像砖等表现自然或现 

实社会以及人的心理活动与想象；后者多半指 

建筑艺术与图案纹样、工艺美术制品等。中国 

的造型艺术，品类众多，历史悠久，具有自己 

的民族特征与特点。

造型要素造型艺术术语。指构成形体的基本 

知觉元素。包括形态、肌理、色彩三个部分。其 

中形态是造型要素的基础，又可作如下分类：

一纯粹形态（抽象形态）——概念形态 

形态---- 自然形态一I

匚人为形态」-现实形态

概念形态即几何学定义的点、线、面、体，其 

本身不能被直接知觉，为了作为造型要素被表 

示为可见的记号，从而成为纯粹形态的基本形 

式。

艺术思维亦称“形象思维”。文艺创作中认 

识和掌握客观世界、选取材料以及塑造艺术形 

象等过程中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和 

思维方式。文艺创作中的艺术思维，是在对现 

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 

选取并凭借具体的感性特征的事物，通过; 

象，伴随着审美的感情，塑造出富有意义的） 

术形象，以表达各自的思想观点和内心情慎 

它往往通过直觉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且［ 

脱离具体的形象。艺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 

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艺术思, 

受文艺创作者的世界观的指导和支配，并受其 

对社会生活熟悉、理解的程度的制约；丰富的 

艺术修养与创作经验对艺术思维也具有积极的 

作用。

形象思维即“艺术思维”。

灵感2术或科学的创造活动中由于辛勤劳动、 

思想高度集中、情绪高涨至顶点而表现岀来的 

创造性的想象力和突发性的思维现象。艺术 

家、科学家紧张思考某一事项时，由于某一偶 

然归物或梦境的触发，使得所要探索的问题突 

然获得明确的解决，这种豁然开朗的情况，一 

般称为获得灵感。普:希金在《秋》中描写了这 

种状态：”……心火颤动着,呼喚着，如在梦乡 

觅寻，终于倾吐出来了，自由飞奔……瞬息间

—诗章进涌自如「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坚 

持不懈的钻研干劲和•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以 

及在实践中不断吸取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丰富 

的知识积累与深厚的艺术或技术修养等，是获 

得灵感的前提。唯心主义者把灵感解释为一种 

神秘的精神状态，有的甚至归功于神的启示， 

认为只为极少数“天才”所独有，这种见解显 

然是错误的。

艺术冲动 亦称“创作冲动二艺术家由于某 

种事物的启发或激励而产生的强烈的创作欲 

望。上心主义哲学家，例如从古希腊的毕气 

拉斯、柏拉图、西塞罗等，到近代的尼采、柏 

格森等，一般都强调艺术冲动的神秘性，认为 

艺术冲动的来源是超自然的力量（天命、神的 

意旨、生命力等等），并宣称正是这种冲动带来 

了艺术的成果。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艺术冲动 

是一种“游戏冲动”，它表现了 “形式冲动”和 

“感性冲动”的综合。所谓“形式冲动”，系指 

理性给道德意志和认识判断制定规律；所谓 

“感性冲动”，系指包括了人的低级天性中的各 

种冲动和欲望。因此，艺术是感性世界和精神 

世界的协调。（英国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唯 

物主义美学则认为艺术冲动是艺术家积聚］ 

期的生活经验，感受了客观生活的丰富内容' 

并受到某种事物启迪的结果。艺术家感到 

吐为快不可，这只是长期的生活积累在特定情 



境下的迸发，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也不是 

一种天性所然。

形象文学艺术中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审美意 

义的具体生动、有艺术魅力的生活图景。是文 

学艺术家从现实生活出发，选择、提炼、改造 

和加工素材并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出来的。文艺 

作品描绘的对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 

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人，因此作品的形象除社会 

环境和自然景物外，主要是指人物形象。文学 

艺术形象的创造与文艺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 

情、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有关，人物形象往往 

体现作者的主体意识、思绪、情愫和美学理想。 

由于各种文艺作品塑造形象的材料和手段不 

同，形象的构成和特点也不相同：文学用语言 

来描述形象，故亦称“文字的形象”，音乐用音 

响、旋律来表现形象，它们都要依靠读者、听 

众的想象力去完成，故两者的形象都具有间接 

性的特点；戏剧除用语言外，主要是借助动作 

来表演，绘画运用色彩、线条来塑造，雕塑和 

建筑艺术通过比例匀称的立体空间结构来体 

现，因此它们的形象皆具有直观性的特点。 

模特儿系英文model的音译，原意为“模型”。 

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在造型艺术创作 

中，模特儿主要是指供绘画、雕塑时作为造型 

参考的穿衣人或裸体人。有时是造型艺术家练 

习绘画或雕塑技巧及研究人体构造的模型。 

“小说也如绘画一样”（鲁迅语），要有模特儿 

的，只是在文学创作中又称为“原型”。中国古 

代文学家早就懂得写小说要用模特儿，据一部 

笔记说施耐庵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个梁山泊的 

好汉，贴在墙上，他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 

了《水浒传》。但模特儿还是来自现实生活的， 

鲁迅就指出过：这个笔记作者大约是文人，不 

晓得画家也要模特儿而不能凭空创造的。元赵 

孟頫于四十七岁时以自己作模特儿画了一幅 

《自写小像》，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宋濂题赞： 

“赵文敏公以唐人青绿法自写小像仅寸许，而 

须眉活动，风神萧散,俨然在修竹清流之地，望 

之使人尘虑销毎,不问可知为文敏公也。”现代 

画家潘玉良也曾以自身作模特儿，对着镜子练 

画自己的裸体肖像。

形似 与“神似”对称。造型艺术术语。指造 

型艺术品之外在特征。战国荀况有“形具而神 

生”之说；南朝梁范缜亦有“形存则神存，形 

谢则神灭”之说；谢赫所提倡的“六法”中就 

有“应物象形” 一法；北宋苏轼也十分重视“随 

物赋形”；清代邹一桂更说：“未有形不似反得 

其神者。”可见，“形似”是“神似”的基础，“神” 

赖“形”而存在，借“形”而表现。但“形似” 

与“神似”是辩证的统一,即“神者形之用,形 

者神之质”：“神”是“形”的集中表现，“形” 

要依赖“神”而活。南朝宋宗炳提倡“畅神说”， 

追求“万趣融其神思”，但仍坚持“以形写形”、 

“以色貌色”；这前一个“形”与“色”是指客 

观事物的形象，后一个“形”与“色”则指艺 

术造型之形象。故“形似”虽为造型艺术的基 

础，但须“以形写神”，于形似中出神采，让观 

赏者“神游象外”，此乃优秀艺术造形之终极。 

见“神似”。

神似 与“形似”对称。造型艺术术语。指造 

型艺术品是主客观相统一，由事物的表象到意 

象的深化；即艺术造形之妙境“得之于象外”， 

贵在“传神”。北宋苏轼言：“论画以形似，见 

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 

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晁以道则说：“画写物外 

形，要于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 

（《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对此和诗，明代杨慎 

在《论诗画》中认为，苏轼“此言画贵神，诗 

贵韵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论也”；而晁以道补 

充之后，“其论（按，指“形神兼备”）始为定”。 

但李贽在《诗画》一文中则谓晁以道之言也欠 

准确，即尚有“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之 

片面性。换言之，晁诗之意有将写意画、变形 

艺术等排斥之嫌。因此，李进一步和了一首诗： 

“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诗不在画外，正写 

画中态。”（《焚书》卷五）较为全面地归纳了苏、 

晁之主张。然而，由形似而要臻于“神似”的 

妙境，画家须涵养深厚，识见过人，将主观精 

神倾注干创作中。如此才能笔墨灵动、生意盎 

然。见“形似”。

不似之似造型艺术术语。指造型艺术家所创 

造的艺术形象，不是照搬客观物象，而是有所 

概括、取舍、调节，以求收到比生活更高的艺 

术效果。其说初见于明代沈颍《画塵》：“似而 

不似，不似而似。”清代石涛题诗亦有：“名山 

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 

间，不似似之当下拜。”今人齐白石说的“不似 

之似”，即石涛说的“不似似之”。黄宾虹说: 

“绝似物象者与绝不似物象者，皆欺世盗名之 

画，惟绝似又绝不似干物象者，此乃真画。”傅 

抱石曾列作画程序：不似（入手） 似（经 

过）—不似（最后）。（《中国绘画理论》）以 

上虽是对绘画创作而言，但也是对雕塑、版画、 

工艺、青铜、陶瓷等艺术品各臻于最高意境的 

统一艺术标准。

变形文艺美学术语。指艺术表现对现实对象 

的性质、形式、色彩等方面作超脱常理常规的 

畸形蜕变。艺术中的变形，有些是作者不自觉 

的。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由于受到活动主体 

心理素质的影响，不可能和客观事物完全吻 

合，总是会产生知觉上、情绪上和审美体验上 

的某种变形。但一般指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即 

运用夸大、扭曲、不合乎常情常理的堆砌拼接 

等方法，使表现偏离人们习见的日常生活，或 

使表现的物象按主体意蕴变异其固有形态，以 

达到具有更大的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中国传 

统绘画中，宋人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和明人 

陈洪绶画的人物造型，均带有变形的因素。西 

方立体派的作品更是变形的典型。

主题 又称“主题思想”。造型艺术术语。是 

文艺作品的内容要素之一，即一切艺术品内容 

的主体和核心。具体指文艺家通过描绘现实生 

活和塑造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贯穿整部 

（件）艺术品的中心思想。因为，文艺家在创作 

时，总是要表达某种思想倾向，或者提出某个 

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如对社会生活或历史 

事件的认识、评价和理想、愿望等）。而这些正 

是他们经过对现实的或历史的生活事件的观 

察、分析、研究，并经过对素材的提炼和概括 

而得出来的。高尔基曾指出：“主题是从作者的 

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 

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要求用 

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 

——赋予它一个形式。”（《和青年作家谈话》） 

见“母题”。

母题 英语motif的音译。文艺美学术语。一 

般解为动机，又解为“契机”。“主题” 一词往 

往比较抽象、笼统，而“母题”则指艺术品的 

“艺术胚胎”，从而找到了艺术品的“灵魂”，确 

立了艺术品的“核”。具有了这样的“内核”， 

生成了这样的“胚胎”，才有各种艺术技巧的 

根据，否则任何技巧都是无意义的。也可译为 

“点子”、“创意"。“创意”、“点子”，往往得之 

偶然，但其背后却反映了作者的全部修养， 

“点子”的出现只是作者全部修养的一个爆发 

通

用

名

词

术

语

点。它的基础一开始就是主客观的相结合，是 

理性和感性的相结合，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的相结合，是生活中所积累的各种“动情”之 

点。只有“动情”、“激动”之点，才是酝酿“母 

题”的基础，而决不是一般生活原型。见“主 

题”。

立意文艺美学术语。指一切文艺家对客观事 

物反复观察而获得丰富的主题思想。唐代王维 

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张彦远也说：“意 

在笔先，画尽意在。” “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J 
五代宋初李成更指出以“意”决定画面的“经 

营位置”：“凡画山水，先立主宾之地，决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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