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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形 式 与 内 容 之 悖 论 关 系

周　新　叶

（扬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形式与内容两者究竟谁决定谁的问题在学界久争不绝。其根本原因，一是对两个概念 的 理 解

与界定过于粗略模糊，无意中造成两者含义的重叠；二是各方因考察视角不同而导致相悖的结论。这 是 由

于人们习惯性的单向度思维方式造成的。当我们采用多元思维方式，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两者的关系 进

行重新审视时，就会发现其实悖论不悖，两个命题在其相应的视角条件下都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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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是个老话题，问题始

终没有得到解决。其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各人对

形 式 与 内 容 这 两 个 概 念 的 理 解 不 统 一，界 定 模

糊，比如就绝对意义而言，艺术的再现元素究竟

属于形式还是内容就是一个认识盲区或误区，若

按照学界 公 认 的 “形 式 是 内 容 的 物 态 化 表 现 方

式”来理解，再现元素也是画面的物态化存在，
显然属于形式范畴，但因其再现了生活内容而把

它认作就是艺术内容者却远不在少数。二是相对

意义与绝对意义的形式内容相互缠绕。三是观察

思考的角度不同而导致结论相悖。
首先，形式与内容具有相对性，就相对意义

而言，一事物相对于此是形式，而相对于彼它又

是内容。比如就绘画而言，作品结构形式的基本

构成元素如比 例、色 彩、构 图、线 条、明 暗 等，
它们既是质料的存在方式———形式，同时又是结

构形式的内容。再如，再现元素 （生活内容的模

仿，如画上的人物、场景和事件等）是结构形式

的内容，又是相对于主体美感和现实生活内容的

形式。不同的参照，形式与内容便不同。即使同

一个论述者，在不同的语境里其所谈的形式与内

容也不确定，常有变化。
其次，相对意义与绝对意义的形式内容相互

缠绕。比如就相对意义而言，可以把形式中的再

现元素称作内容，而在绝对意义上，因再现元素

不过是对现实内容的模仿和再现，也是画面的物

态化存在，是在场的，对其所再现的不在场的现

实内容而言，它应属于形式范畴。因此有人自然

提出了 “形式就是内容”或 “内容就是形式”的

命题。这个命题尤其适用于巴洛克时期的复调器

乐作品和古典主义音乐，这类音乐的特点就是乐

音的和谐律动，它们根本就没有绘画那样的再现

元素，与现实生活内容没有直接关系，如奥地利

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便提出过 “音乐的内容就是

乐音的运动形式”［１］的著名论点。不独音乐如此，
抽象绘 画 也 是 同 样 的 道 理。建 筑 艺 术 则 更 为 典

型，它只有形式而无再现元素式的内容。但若从

哲学层面而论，或者说从绝对意义上来论，“形

式就是内容”或 “内容就是形式”则显然是不能

成立的，因为尽管形式与内容密切相关，但并非

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密不可分，而是泾渭分明

含义独立的两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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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与 形 式 两 者 的 关 系，肇 始 于 黑 格 尔 的

“内容决 定 形 式”① 命 题，该 命 题 属 于 典 型 的 单

向度思维模式，不过是片面的真理而已，却被当

作绝对真理而误导学界１００多年。形式主义者则

弃内容而不顾，走向另一极端。两者的态度显示

出我们对形式与内容的思考仅流于表面，远欠深

入。下文将对绝对意义的或哲学范畴的形式与内

容予以准确界定，并在此必要前提下对两者事实

上存在的逻辑悖论关系作一剖析与阐释。

一、形式与内容概念的界定

形式与内 容 分 属 于 物 质 和 意 识 这 对 哲 学 范

畴，两者各自独立，泾渭分明，既相互对立又彼

此依存，互为因果。

１．什么是形式

形式是一个各领域普遍运用且不断在发展的

概念，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出现 “数理形式”、
“理式”、“材料与形式”和 “合理与合式”四种

形式概念，从康德的 “先验形式”，到克莱夫·
贝尔 “有意味的形 式”，到 格 式 塔 心 理 学 的 “完

形 （格式塔）”再到结构主义的 “结构”等。“形
式”概念在美学上一直被相当多义地使用。

“形式”分相对意义和绝对意义两 种，学 界

通常探讨争论的焦点并非是相对意义的形式，而

是就绝对意义而言的。形式概念当定义如下：
所谓形式是指艺术家所创作的，呈现在我们

面前的客观物态化存在，是在场，是内容的表达

方式。形式又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指结构形式或

结构，即各元素 （包括基本元素与再现元素）的

秩序排 列 与 组 合，既 包 括 各 元 素 物 理 位 置 的 不

同，也有轻重主次地位的差异，结构形式是一种

仿若生命形式的有机统一体。二是指再现元素，
即模仿，即画面中的人物、生活性场景和各种现

实生活事项等，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文字所描述的

人物、生活性场景和各种现实生活事项等。音乐

是抽象的艺术，其没有再现元素，而是间接由通

感心理与生活内容相沟通；其三，形式也指基本

构成 元 素，包 括 质 料、色 彩、线 条、节 律、层

次、明暗、比例、对称、平衡、构图、造型、视

角，以及文学中的字词句等等。
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学界主流观点对形式

的界定往往不包括再现元素在内，将再现元素看

作是内容，即将画面上画的事物界定为内容，与

其所指代的生活内容相混淆，同样在文学中将字

面所描述的内容与该描述所指代的生活内容混为

一谈。这种合二为一的认识盲点或误区造成形式

与内容概念的纠集缠绕，从而直接导致对两者关

系在理解上的混乱。其实再现元素及文字描述都

不过是模 仿 现 实 生 活 内 容 及 人 的 情 感 的 符 号 而

已，是表达生活内容的客观物质媒介，是场内的

而不是场外的，因此仍然属于形式范畴。

２．什么是内容

内容是指不在场的或场外的，主体意识所反

映的，由形式中再现元素所指代、模仿或要表达

的现实生活内容 （包括人物、场景、事件等）和

由形式引发的主体的精神 （包括想象、思考和情

感等）活动。或者说内容是意识所反映的现实生

活事项事 物 以 及 相 应 的 人 的 思 考 想 象 与 情 感 内

涵。抽象形式没有再现元素，它直接引发主体精

神活 动。所 谓 情 感 内 涵 （简 称 内 涵）也 可 叫 意

味，是指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即美感。它分两

种情况，一是指对形式中再现元素的感受体验；

二是指对无再现元素的抽象艺术 （包括抽象绘画

雕塑和纯音乐等）的感受体验与思考，是纯粹由

形式直接引发的美感。

学界常将人的情感内涵与思考排除在艺术内

容范畴之外，而仅把现实生活内容看做是艺术的

内容，这是对艺术内容的一大误解，有必要予以

纠正。

二、内容与形式的悖论关系

按照符号学理论，形式就是符号，内容就是

形式符号表达的意思和涵义。在索绪尔的语言学

里，形式是能指，内容是所指。形式是直观直觉

的，在场的和物化物像的。内容是间接的，不在

场的，是意象的，精神的，是想象思考与感受体

验的。形式是客观的，是封闭单一和静态的。内

容是主观精神的，是开放的和动态的。针对同一

艺术形式而言，不同的主体其感受的内容则是有

差异的，亦 即 对 不 同 的 主 体 而 言，形 式 是 唯 一

的，但内容则是既有共同的基础，同时也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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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开放性或个异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内容

决定形式”是对创作者而言的，当然这也要辩证

看待。而对审美接受者而言，则是 “形式决定内

容”。就 一 般 而 言，形 式 与 内 容 两 者 共 生 共 灭，
互为正反，思考的角度不同，结论也会不同，也

就是说既可以是正面决定反面，同时也可以是反

面决定正面。这便是两者之间所谓的悖论关系。

１．内容决定形式

所谓内容决定形式是强调艺术创作要立足现

实生活，以现实生活为源泉和表现对象，强调艺

术 “做什么”，或者强 调 艺 术 要 表 达 怎 样 一 种 感

受。它以形式为手段和表达方式，以再现现实生

活内容或表达作者的某种感受为目的，形式为所

表现的 内 容 服 务，内 容 是 第 一 位 的，是 决 定 性

的。
首先，当再现内容被当作艺术的目的时，也

就是当形式是为表现生活中的各种事项或事物服

务时，比如用于宗教或政治宣传，用来传播某种

知识、观念与思想意识，以及作为其它意识形态

的手段与工具，形式不过是内容的图解，此时内

容便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形式便是为内容服务

的，是被决定的。
其次，对 创 作 者 而 言，必 先 “胸 有 成 竹”，

然后才有 “手中之竹”，即意象在先，物象在后，
因此，内容决定形式。

再次，内容决定形式还包括 深 一 层 的 意 思，
即艺术的内容不仅指再现内容，还应包括表现性

内容，如形式主义所强调的主体的内在感受与体

验，也叫内涵、意蕴或意味。卢卡契认为，艺术

形式积淀着历史的意蕴，具有与社会的横向联系

以及与历史的纵向沟通关系，密集着社会和历史

的丰富信息和意义，具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他

认为，绘 画 艺 术 的 形 式 中 包 含 着 “人 类 物 质 生

活、社会生活以及精神、道德等的全部规定”［２］。
这种表现性内容或意味是艺术的主要特征或

本质特征，也是艺术的根本目的，艺术家创造某

种形式是为追求他所期望的某种美感效果这样的

内容服务的，因此 “内容决定形式”。康定斯基

认为：“为了使内在的因素 （它最初仅仅是一种

感情）变 为 一 件 艺 术 品，必 须 借 用 第 二 个 因 素

（即外在的因素）作 为 表 现 形 式、感 情 总 是 在 寻

找表现手段，即寻求一种物质形式，一种能唤起

感受的形式。然而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在

因素，它制约着外在的形式……所以一件艺术作

品的形式由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所决定，这是艺

术中唯一不变的法则。”［３］因此康定斯基的抽象画

不代表任何事物，它通过自由地发明出来的形式

单纯地起作用。

２．形式决定内容

站在审美者的角度而言，正如所谓 “物质决

定意识”，形式是物态化的存在，也是一种物质，
它自然是审美者美感内容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形

式便无所谓内容。艺术强调的是 “怎样做”，即

有什么样的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内容。此

处所说的内容是指由形式引发的美感，也就是美

感内容。形式不同，内容自然不同。
艺术若以形式为目的，以现 实 内 容 为 手 段，

便是形式决定内容，既决定现实生活内容，也决

定美感。艺术有多种功能，其首要功能 是 审 美，
其他的功能，比如教育、宣传、信号、背景与陪

衬等，则是次要的或派生的。当审美被排挤让位

于次要功能，让位于其它意识形态，成为它者的

手段、工具或奴婢的时候，此时的艺术便不纯粹

了。针对 艺 术 出 现 的 这 种 “偏 差”或 “失 位”，
于是便有人提出 “回到艺术自身”、“为艺术而艺

术”的形式 主 义 口 号，要 求 艺 术 纯 粹 化、自 律

化、形式化，也就是要求艺术必须以审美或以艺

术性为主旨和根本目的，而不能成为传达观念思

想和宣传说教的工具。
当以形式体验这种审美方式为主的时候，便

是形式决定内容，内容为手段，为形式服务。也

就是说做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去做，就

是以怎样的形式去表现。形式不一样，美感也就

不同。赫尔巴特的形式主义美学认为，美只能从

形式来检验，即从构成美的个别因素和艺术作品

形式之间的 关 系 来 检 验。１８世 纪 的 理 论 家 温 克

尔曼也曾指出 过：“形 式 的 美 乃 是 希 腊 艺 术 家 们

追求的首要目的。”［４］

艺术形式与非表情的论述性文字符号 （文字

不但能表意，还能表情，可分表情与非表情两种

类型）不同，它们不独立自律，它只为表达意思

服务，而艺术形式则有独立自律的表情作用，它

可以不表达任何意思，也不表现任何事物，而只

显示自己独特的形式美。即使有时它也表达某种

意思和表现某事物，但那只不过是作为显示形式

美的一种手段，为形式美的目的服务罢了。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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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塞曾说：“赋予艺术的非妥协的、自律的性质

以审美形式，就是让艺术从 ‘介入的文学’中挣

脱出来，从实际生活和生产过程的王国中挣脱出

来。艺术有其自身的语言，而且也只能以自身的

语言形式去揭示出真与美的存在。”［５］

即使基于同一个具体的现实内容，不同艺术

家的表现形式不同，也直接决定了美感这种内容

的差异。
阿恩海姆认为艺术创造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因

素的组合来构造格式塔完形，艺术欣赏就是尽可

能把握这个格式塔。他还认为，艺术仅仅是一种

形式组织，其意味或审美价值是从这种形式组织

中产生出来的，而这种形式组织作为格式塔是对

人的存在式样的揭示或表现。

三、艺术的本质究竟是形式还是内容

哲学上一直存在本质论与非本质论之间的争

议，即事物究竟有无本质。这种争论其实并不奇

怪，因为本质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是人

的观念，而主观的观念当然会有差异。本质的意

思是指某物之所以为某物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

一旦丧失，某物就不成其为某物。这个定义没什

么问题，问题在于一事物的本质似乎并不像是我

们惯常认为是唯一的，而是因视角的不同而可能

存在着多本质，这取决于你更看重哪一方面。本

质不唯一也就等于取消了本质，即事物不存在唯

一固定的本质，持非本质论观点者的依据也正在

于此。笔者以为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两者皆是艺术

之所以为艺术的规定性，因此都可以是本质，这

就看你如何去看待它们。
之所以视内容为 本 质，其 原 因 在 于，其 一，

艺术形式是艺术家表达其精神的载体，是为他的

精神服 务 的，没 有 精 神 活 动 也 就 不 存 在 任 何 形

式。其二，艺术形式是为人的感受与体验这个内

容服务的，不过是为精神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只

有人的感受与体验才是真正目的。
形式本质论者看重的是形式。因它是本体存

在，是内容的载体。没有形式便无所谓内容。艺

术之所以为艺术 就 在 于 “怎 样 做”，而 不 是 “做

什么”。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

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说：“发现惟有小

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同样，惟有绘画才有的东西，乃是绘画之所以是

绘画的理由。也惟有音乐才有的东西，乃是音乐

之所以是音乐的理由。决定一种艺术区别于它种

艺术事物的根本就在于形式，也正是不同的形式

特征决定了艺术的不同种类。
英国的克莱夫·贝尔主张：“艺术除了呈示

其形式关系的抽象式样之外，就再也没有更重要

的东西了。其余一切，如情调、信息以及理性的

内容等，都与艺术无关，毫无美学价值。”克罗齐

也说过： “审 美 的 事 实 就 是 形 式，而 且 只 是 形

式。”［６］他们的观点虽过于极端，但却是道出了艺

术的本质。
在文学研 究 领 域，２０世 纪 初 俄 国 形 式 主 义

者及布拉格学派，单方面突出形式的作用，认为

并不是内容决定和创造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和创

造了内容。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
文学作品的特性就不在内容，而在语言的运用和

修辞及技巧的安排组织，因此文学性仅存在于文

学的形式。他们认为，陌生化是艺术加工和处理

的基本原则。“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

核心概念，也是形式主义文论中最富有价值而且

至今仍有启迪意义的思想。所谓陌生化就是将对

象从其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

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觉，从而扩大认知的难

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的创作方式。文

学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通过阅读发掘对生活的新

感觉，在这一感觉的过程中产生审美快感。审美

感觉的 过 程 越 长，文 学 作 品 的 艺 术 感 染 力 就 越

强，陌生化手段的实质就是要设法增加对艺术形

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

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
艺术是对现实和生活的超越，它的主要功能

及本质就是艺术性或审美性，也即对形式的感受

体验，而生活性、认识性、知识性、教育性、宣

传性、政治性等只是艺术的附带功能，均不是艺

术的本质。
以克莱夫·贝尔与英国艺术评论家弗莱为代

表的理论家们，把纯形式关系看作艺术作品的本

质。他将 艺 术 形 式 的 审 美 价 值 称 为 “精 神 的 现

实”，而将与形式无关的因素称为 “实际的现实”
（即现实内容），认为艺术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就在

于前者，与后者无关。一个懂得欣赏、能够领悟

绘画形式的语言的人，是只管绘画 “怎样表现”，
而不顾其 “表现什么”的，只有纯形式才有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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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生命。
最后要强调的是，对再现性艺术而言，其表

达的现实内容与形式一样，同样对艺术价值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悲剧的强劲力量仅靠形式

是无法实现的，它必须同时还含有深刻的现实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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