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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知觉动力理论的构图研究
胡淞俊

（广东东软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笔者通过对阿恩海姆视知觉动力理论的相关文献和专

著的研读，整理总结出一些基本构图原则，尝试利用视觉这种特

殊的思维方式解释优秀构图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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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知觉动力理论的核心概念——“动力”

德裔美籍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 1954 年出版的

《艺术与视知觉》中首次提出了视知觉动力理论。国内直到 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渐了解到阿恩海姆和他的视知觉动力理论，

甚至到现在位置都是被艺术界忽视的一本理论著作。主要原因是

国内的学者将视知觉动力理论当做格式塔心理学的形式理论去看

待，忽视了“完形”形式理论已经被视知觉动力理论“动力化”，

其结果是可以具体应用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心理学理论。

正因为国内对视知觉动力理论的认识不足而导致现在市面上

很多的艺术作品分析书籍缺乏核心的视觉理论支持，在解释作品

时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都基本探讨了美的形式是如何由局部元

素组成，但却无法阐述为什么这样的组织会是美的，以及这样的

形式组织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虽然阿恩海姆的视知觉理论仍然是

不完美的，但是为如何把握艺术品的艺术性提供了更为科学的理

论指导。

在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中认为视觉本身就是一种思

维的形式存在，这种思维方式跟理性思维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价值，

对物体形式结构又组织和创造的作用。阿恩海姆为了证明视觉力

的存在使用了大量的图像实验。阿恩海姆认为，“从心理学上说，

黑色圆点的这种运动趋势存在于任何观看者的经验里，它有自己

的作用点、方向和强度，它们合乎物理学家们对于‘力’的定义。

基于上述理由，才给它们冠以‘力’的名称。”阿恩海姆认为产

生视觉力的根本原因是视觉刺激式样入侵并扰乱了大脑电化学立

场的平衡，而生理力奋起反抗入侵的外部作用力。两种对抗力量

的较量的结果产生了知觉对象。可以说力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就是

艺术产生的基础。

二、构图的重要性

在艺术设计领域可以说构图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什么是

构图呢？本质上来讲，构图就是组织画面元素、空间从而更清楚

的表现对象的一种手段。

通常一个不一般的构图会很快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好的构图

会给画面增加一个新的空间维度，在二维的画面塑造三维的空间

便是构图的重要表现，通过构图能够表现出深渊的空间感，让整

幅画面富有生命力。优秀的构图总不会让人一眼看出它的构图特

点，同时会让整个作品非常耐看，让观者不曾厌倦，甚至带有一

丝神秘感，引人注目。

有人总结出了类似三角形构图的多边形构图。虽然是简化了

我们对于构图的学习。但是却并没有更加深入研究出好的构图的

内在联系是什么，远远不是一个三角形或者长方形能够解释清楚

的。

我们知道架上绘画主要是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创作，就写实

性来讲，它的构图就应该需要考虑到二维和三维两个方面。构图

是绘画者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构图的讲授并不像绘画讲授技法

那样容易。

翻看整个西方艺术史，构图的巧妙性是区分学院派和艺术大

师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学院派能够尽可能的向艺术大师学习，

甚至很熟练的运用艺术大师的绘画技法，但是大多数也只是能够

模仿艺术大师们的色彩，一般手法等。

大多数学院派很清楚，一旦涉及到构图时，往往没有艺术大

师那样的特殊才能，无法制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构图，所以一些伟

大的构图方式经常会被拿来模仿也正是这个原因。

构图应该是贯穿绘画过程的始终，而不应该是等到绘画的最

后一个阶段因为画面的平衡感才去考虑构图问题，这个时候解决

构图问题基本上都是为时已晚。应该在绘画的开始到结束，在整

个绘画过程中都考虑构图的问题。

绘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放松的行为过程，在绘画构图刚开

始的阶段绘画者会去寻求一种完整统一的形象，会对画面进行有

意识的抉择。

艺术家需要做的就是遵循协调统一的原则建立起画面的内部

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有意识

处理，只需要直觉就能承担这一阶段工作。万一出现了违背构图

基本原则的问题出现，艺术家再通过深思熟虑去纠正。尤其是写

实性绘画而言，一旦画面开始了工作，就开始属于自己的生命历程，

自始自终都会维护自己的发展逻辑。构图承担着绘画过程的骨架，

而后面的塑造则是基于骨架长出来的血肉。

三、视知觉动力的基本构图原则

如果一幅绘画作品在构图方面非常巧妙，那么接下来完成绘

画的过程将是相当无意识的，这就有点像有了娴熟的技巧去演奏

一段乐曲一样。构图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将三维错觉空间同二

维平面整体设计起来。以构图为重点主要去分析几个完成的绘画

作品。 

笔者经过研究与研读相关书籍以后，认为构图是否平衡又具

有动感，这一判定直接来源于人的心理活动，这一心理活动来源

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对于审美舒适度的把控，另一方面来源于

生活习惯造成。

（一）视知觉力的平衡 

在构图时考虑画面的平衡性是非常重要的。在物理学中，对

于平衡的理解是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各个力相互抵消，此时这个

物体处在平衡的状态。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视觉心理中的平衡感。

就好像物理中的“物体”一样，所有具有边界的视觉图形都有一

个支撑点或者重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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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物理意义上的平衡跟视觉上的平衡是有区别的。比如，

一个芭蕾舞在拍摄照片时，尽管本人感觉身体动作处于一个很舒

服的状态，但是拍摄上去的照片却并不怎么平衡。一个雕像可能

在视觉上是处于平衡的感觉，但是要想让它立起来可能要在内部

加一个支架才可以。产生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视觉上的颜色、大小、

方向不一定同样对物理上能够作用。

图 1　最后的审判

凡·德尔·韦登，弗兰德斯 1446-1450 年，祭坛组画中板，

木板油画，完整大小 215 x 560 厘米，伯恩慈济院，法国

这是韦登 15 世纪画的一幅祭坛组画的中板（图 1），所表现

的是大天使米迦勒对两个灵魂称重而决定谁去地狱谁去天堂。位

于天枰上的两个灵魂如何才能在视觉重量上有所区呢？

韦登很聪明地将两个灵魂的动作与视线方向做了改变，左边

的灵魂采取侧面，动作舒展，视线方向是向斜上方，右边的灵魂

整个身体几乎是正面或者 45 度角（让人体展现更为完全获得更大

面积），动作上也更加敦实，视线方向是沿着斜下方。

人类的视觉判断有时会被欺骗，比如一个是喷了金属漆的空

心铁球，和一个小的实心铁球，仅仅靠视觉判断大的显得更重些。

韦登正是利用了这点，在两个人体质感相同的基础上，将右边的

灵魂展现出更大的面积，再加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觉方向，在画

面上形成了一个像下和一个向上的视觉力。

韦登为了让这一现象更加令人信服，在右边灵魂的下方构造

了一块很大的深红色披肩，同时该区域是暗面，这便造成了更大

的视觉重量。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视觉力的引导，比如一边倾斜

的披肩和高低不同的双臂，都暗示这有一股像右下方的力形成。

（二）视觉重量的把控

一幅精彩的构图一定是看上去平衡但是又不会静止、僵化。

若是仅仅运用对称性的组织画面，画面上难免会变成死板僵硬。

构造视觉上的平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于视觉重量的把

控。确实，现在很多有经验的画家，都利用视觉重量来塑造出不

对称的平衡画面，这样的画面在形成了视觉平衡的基础上又不失

画面应该有的张力。

一般来讲我们习惯性的把画面中物体的重量看成当作一种特

性。比如画面中体积大的、颜色较深的要比体积小、颜色浅的物

体看起来更重些。但是，视觉上的重量感不可能仅仅就体积的大小，

颜色的深浅就能够决定的。视觉重量更准确的说是由画面上该区

域或者该物体所能支配观者注意力的大小而决定的。

一个物体获得视觉重量感的方式有很多，综合来讲视觉重量

的获得是靠着某种对比造成的结果。例如，一个与周围环境产生

强烈对比的小物体能够获得额外的视觉重量；物体的独特性具有

重量感；生动的图形能够获得重量感；视觉上的吸引力能够获得

重量感；深渊的空间能获得重量感；物体材料的了解上的不同也

具有不一样的重量感等等。

（三）中心的构图力量

在很多构图中，中线点的位置都是由边界所决定的。当这个

中心范围确定后，作品的各个元素和内容都会围绕这个中心范围

展开。在视觉逻辑上面都喜欢将主体安排在这个中心位置，这样

会让中心的元素显得更加的稳定有力。

在多数的艺术作品中，中心点多是用来变现神圣的力量或者

崇高的力量。中心的力量尤其在圆形图像构图中尤为明显。当画

家有意识的利用圆形构图中的中心点时，一切都具有决定性的视

觉力从这一点出发时，那么仅仅以其中心位置就能赋予其很强的

视觉吸引。

四、视知觉动力理论发展前景

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视知觉动力理论，无论在设计，美术，

建筑都有很重要的地位，笔者在经过了对视知觉动力理论的研究

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绘画创作中，发现其的确是具有对于绘画构图

和营造艺术性有着不小的指导作用，能够比较科学的理解各部分

为什么这么组织会产生美的深层原因，以及这样的形式组织是怎

样形成的。相信随着研究更加的深入其实用价值会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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