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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主次关系转换

◎肖溢
摘要：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是相辅相成，互相依托的关系。按时间来判断，将艺术分为前期创作和后期观赏两个阶段。

以创造者立场，从内容到形式。创作前期以内容为主，站稳立场表明观点；创作后期以形式为主，借助各种手段输出情感。

形式与内容两者的主次地位转变，互为支撑，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以观众立场，从形式到内容。艺术的形式是其

内容的外化表现，艺术的形式最先传达给观众，吸引观众阅读艺术品的兴趣；艺术内容为形式提供内涵支持，使形式不片

面单薄，赋予艺术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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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形式与内容是相互依托的关

系，二者相辅相成，并且两者的主次地位

不断转变。只重形式会让艺术品显得片面

单薄，只重内容会让艺术品沉闷疏离。艺

术的形式是其内容的外化表现，艺术的形

式最先传达给观众，恰到好处的艺术语言

吸引观众阅读艺术品的兴趣，内容借助形

式“站”出来；艺术内容为形式提供内涵

支持，使形式不片面单薄，让艺术品更有

生命力。将此干系放在时间空间领域纵横

来看，在分歧阶段，形式与内容的主次关

系是不同的。从艺术创作到艺术展示的过

程中，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主次地位不断

转变，互为支撑。

以作者角度，在艺术家创作艺术品时，

最先是受到了某种触动，受感性冲动影响，

本能性地想要表达出来，然后以该触动的

直观感受为基础，以内容为重点，进行思

考和研究。在积累到一定情感和深入了解

触动自己的事件后，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借

助一定的手段传达出来，或绘画或写作或

歌唱或舞蹈又或是雕塑等等，艺术手法不

受限制。

在创作中期，理性冲动逐渐压过感性

冲动，选择最适合的艺术语言进行表现，

再在该艺术门类中选择适合的技法进行外

化展示。最后再给作品取一个最能表现核

心内容的标题。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作者将

某特殊的情感从心中唤醒再以自己独特的

个人经历为影响条件加以影响，最后转

换出来，展示给观众的过程。此时作者逐

渐将自己的视线从表达自我转向观众的感

知，形式的选择更胜于丰富的内容。

以观者角度，观众在阅读艺术品时必

定是先被艺术品的外在形态所吸引，艺术

品引起了观众的阅读兴趣，观众阅读艺术

品后进一步了解艺术品的内容，并且通过

阅读艺术品的形式和内容产生自己独特的

理解和情感。这时重心由形式到内容转换。

正如《艺术概论》一书中，彭吉象先生所

说“在艺术鉴赏活动中，人们的审美感受

又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层向深层、由

感性到理性、由外观到内蕴逐渐发展深化

的。在艺术观赏时，只有到了审美升华阶

段，才会更加一体。”

无论作品的重心是在内容还是形式

上，作为艺术品而言，关键是要有作品的

灵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痛点”。没有

“痛点”则难以在观众达到对作品视觉满

足后引起对作品深度的思考。所以在作品

创作时作者的思考由“内容——形式”作

为一个思考周期，在作品创作中会经历无

数次循环，不断深入，直到该作品的内容

和形式都恰到好处才算完成作品。作者的

思考周期循环次数主要与其自身的知识储

备，思考时间，个人经历等因素有关，受

影响因素大多来自作者自身。

观者的思考也是不断循环的，其思考

方向和作者恰恰相反，由“形式——内容”

作为一个思考周期，但是观者思考周期的

循环次数受其自身和作品的共鸣度影响，

共鸣度高，周期循环次数多，共鸣度低，

循环次数少。受影响因素不仅与自身有关，

也与其所观看的作品有关。

从作者的角度来分析艺术形式与艺术

内容的主次关系转换。这里以我个人创作

的思维过程为例，曾经到重庆大足石刻收

集素材，先从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一点点开

始思考。从内容开始，我看到石刻经过几

百年的沉淀，被自然赋予了独特的“生长

性”于是想表达岩石的生长经历。人与自

然以岩石为媒介，人将岩石变为石刻，自

然再将石刻变为岩石，人与自然交替改变

岩石形态，表现人与自然相继争夺主权的

过程。

随后深入形式的思考，我最开始想到

以大量重叠的亚克力板为媒介，每一层亚

克力板代表不同时期的石刻变化，最后一

层亚克力板上是原始的岩石形象，随着亚

克力板的重叠，岩石的形象逐渐变成石刻

的形象；再继续重叠，石刻的形象被侵蚀

还原；继续重叠，人类修复石刻。循环往复，

最后从这些无数重叠的亚克力板的正面看

过去，只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似石刻似岩

石的形象呈现在最靠前的亚克力板上。此

时，一个思考周期已经结束，但是作品还

不够完善，于是我进入第二个思考周期。

再次进入对内容的思考，我想到以“窥

探”为内容。人与自然从来没有面对面过，

自然太大，人类太多，只能概念性表现，

所以人和自然通过时间在互相窥探，随后

进入形式的思考，我以民国老式胶片相

机的两端分别作为人类和自然的视角为形

式，当人类在拍摄的角度通过民国老式胶

片相机观看相机另一端时达成跨时空两端

对望的形式。第一次思考周期里出现的亚

克力装置将出现在相机的另一端。随后我

进入第三个思考周期。

拉康的“凝视”理论和镜像阶段理论

中。“拉康坚决主张，言语既不来自自我，

也不来自意识，而是来自无意识。语言则

来自他者（Other），而不是来自个人，因此，

任何将我视为我的话语的主人的观念都是

一种幻觉。作为能指的我是一个模棱两可

的词语，它既指示言说的主体，也指示陈

述的主体。这样的主体于是就在这两个层

面上被撕裂了，就在言说那个幻觉的统一

体我的言语行为中被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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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进入思考周期我思考到，除了

“你”“我”以外，还有“他 / 她 / 它”

的存在。那么这个“他 / 她 / 它”是谁呢？

有时候我们总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跟着

我们，是否真的有人看着我们，跟着我们

呢？人类时而认为自己可怜无助，时而认

为自己可以主宰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一栋

栋高楼拔地而起，一类类资源被挖掘榨干，

一种种动物被“物尽其用”。人类也不过

是地球上的一种生命，需要主动去维持与

自然微妙的平衡。人类不主动维持平衡，

便会有“他者”来维持平衡。生物相处讲

究“平衡”，也就是生态平衡，人类必须

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小心翼翼地维护这“微

妙的平衡”。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仅仅限

于互相博弈的状态，不是斗争而是共处。

第三次思考形式的时候，我决定将之

前的形式全部抛弃，重新思考艺术表现形

式。因为之前的思考仅仅限于人与自然互

相“窥探”，互相争夺主权的观点，没有

将“微妙平衡”的观点挖掘出来，艺术形

式和手法是可以随着思考的深入而随时改

变和抛弃的，关键在于作者究竟想说什么，

有没有一击即中地说出来。作者在创作过

程中不能被创作手法限制，比如，如果我

用某种艺术手法或材料表现某个艺术作品

时绝不单单是因为我只会用这种艺术手法

或材料，而是因为这种手法和材料是表达

我想法的最好途径。艺术手法和材料只是

一种媒介，可以随时被转换和替代。

因为要表现“微妙平衡”的观点，所

以“微妙”“平衡”是作品的两个重要关

键词，由此想到曾在宋画《秋庭戏婴图》

见过的“推枣磨”，将一枚大枣横向去掉

一半果肉，枣核与剩余的果肉不可分离，

且要保留枣核尖。将枣的 切开面朝上，在

底部插入三根约 2 厘米长的细簸儿，插入

位置似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点，安置在地上。

再折取约 20 厘米长的一段细篾儿，两端

分别固定上一枚重量相当的大枣。将长细

篾儿的中点放于枣核的尖部，使挑有两颗

大枣的细蔑儿平衡在枣尖上。用手拨动长

细蔑儿，使其平稳旋转。

由此思考我创作了一个名为《停》的

影像作品，时长 13 秒。印象中的装置是

从推枣磨中提取的平衡原理，和在这种情

况下的“微妙”现象构成。该装置由两个

夹子，一根木棍，一根针构成。将夹子以

相同重量和距离夹在木棍两端，并将针立

在木棍中心，该装置便能以微妙的平衡旋

转起来。旋转时不会非常稳定，木棍看似

左右倾斜但不会完全落下。转得太快和太

慢都会落下，只有找到平衡点，才能一直

旋转。该录像通过剪辑分为三个部分，1. 平

衡旋转越来越快，极速时黑屏噪音。2. 极

速旋转几乎崩溃，最后在快要崩溃时黑屏

噪音。3. 回到最初的平衡旋转。

该作品名为《停》主要侧重表现“微

妙平衡”的概念，平衡木偏偏倒倒，却始

终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黑屏然后恢复平衡，

旋转从始至终都没有停下。人类以为每次

都能幸免于难，千钧一发然后恢复如初

吗？机会不会永远在人类手上，要小心人

类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地球会恢复如初。

生物相处讲究“平衡”，也就是生态平衡，

人类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小心翼翼地维

护这“微妙的平衡”。自觉叫“停”人类

错误，不要被“第三者”叫“停”。

我在创作过程中以“微妙的平衡”为

核心内容，虽然有了很多思考的内容，但

是怎么简单明了地表现出来却是大问题，

这时不得不考虑表现形式，怎么表现既能

充分表达我的思想又能简洁直观，我对作

品的表达形式处理偏艺术概念，所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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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架上绘画的手法，而采用影像艺术的

形式，让观众看见平衡木偏偏倒倒，却始

终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黑屏然后恢复平衡，

旋转从始至终都没有停下中“微妙平衡”

的概念。                                                                                  

观众观看的影像是作品的形式，看完

后会结合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得出作品表达

的内容。我在创作时进行了三次将重心从

内容到形式的转变，观众观看时又会进行

将重心由形式向内容转换。所以概念上的

“内容——形式”和“形式——内容”的

完整转换，需要作者和观众共同参与。

但是并非所有艺术都是由内容开始思

考，艺术品不是严肃的物品，艺术是灵活

生动的。艺术家也可以从有趣的形式而联

想到某些内容。比如直接在夏日户外的地

上泼一盆水，由水逐渐蒸发的过程联想到

时间流逝，由此为灵感进行艺术创作。也

可以将“往地上泼水”的事件，和“逐渐

蒸发的水”的现象提取，将“水”“地”

等物象进行转换，以“水墨”“重叠至几

米厚的宣纸”代替，不改变“随温度而蒸

发”的随机条件。将“在夏日户外的地上

泼一盆水”改变为“在重叠至几米厚的宣

纸上反复泼未调匀的水墨”，便可以将日

常生活的事件，转换为水墨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不是数学公式，不能单单以

“内容——形式”或者“形式——内容”

来概述，这种表述是对艺术形式与艺术内

容的主次关系转换的抽象化概括，但不是

全部形式。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主次

关系转换中还包含许多不确定因素和随

机现象。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创作

习惯和思考顺序，但是无论是作者还是

观者，最终都会在内容和形式中选择一

个角度作为自己的思考方向。无论最开

始落脚于形式和内容中哪一个，另一个

角度都会紧随其后。

形式和内容互相交替转换，在人们

对艺术品的思考中交替出现，二者缺一不

可，但是在艺术品创作过程和观看对象变

化时，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主次关系常

常互相转换，交替主次角色。作者在创作

作品时常用“内容——形式”的思考模式，

而观众在观看作品时常用“形式——内容”

的思考模式。概念上的“内容——形式”

和“形式——内容”的完整转换，需要作

者和观众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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