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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艺术图像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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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图像呈现多样性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纪实性与审美性的并行、瞬间性与恒久性的统一、虚拟性与真实性的

重合以及韵律美与造型美的互化，随着艺术图像深入的研究，将图像研究方法引入到艺术学理论领域，是该学科不断的深

化走向成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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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图像可以体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
段的基本态度，真实、生动以及准确的将历史某一段时
期的艺术活动的事件、仪式、物象、人物等加以呈现，
既是艺术学理论学科中重要的研究方法，又在艺术史、
艺术原理、艺术批评等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
综合性、多元性。不仅如此，艺术图像中融入了图像制
作人的审美意识和形式创造能力，更具备艺术的审美创
造意义。

1 高艺术图像研究的学科属性
（一）综合多元性
图像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对美术学的研究，

随着人们对图像更多的了解，逐渐的将研究重心放在了
图像志和图像学之中，并尝试将图像从不同层次加以表
达，进而具备了学科的意义。通过人们对艺术图像三个
阶段的研究分析，即图像表层到深层、自然意义到特定
主题以及更深层的内涵，都表明艺术图像具有象征意义，
直到潘诺夫斯基等研究学者赋予了艺术图像更为丰富的
内涵，将艺术图像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成为人们
传播思想的工具。自我国开始着手涉及这一研究学领域
以来，深受广大研究学者的重视，更有许多学者结合我
国历史文化开始了对艺术图像的研究，充分的展示了图
像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比如，有学者指出，伏羲以
‘河图’、‘洛书’为蓝本绘制先天八卦图，借此强调
图形的作用。现如今，人们更是发现图像与艺术的价值
和意义，艺术图像含有丰富的内涵，并不是对单一艺术
样式的表现，它具有综合与交叉的意义，更有一些艺术
图像将其中的内涵延伸于社会、人文等领域，获得更丰
富的意义指向。随着艺术的延伸和发展，艺术领域越来
越趋向于交叉融合发展，将图像表现的越来越具有多元
化，不仅戏剧、影视等具有综合性的艺术形式，而且大
量艺术信息通过历史上的各类图像表述出来，即便是像
音乐、舞蹈等具有浓郁时间艺术性的样式，同样可以通
过图像呈现出来 [1]。图像具有保存和承载信息的功能，
可以将人们的艺术活动以直观的形式，真实的表达并记
录下来，因此，根据图像的记载，大都体现出人们对美
的形式和内容的构建与营造，更是意指人们对“真”与
“善”的精神追求，以此作为研究思路，探索我国历史
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内在构成、象征意义以及多元化发展
趋向，由此可以得出图像研究学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属

性基本相同。
（二）艺术学理论的学科生成与艺术图像研究形

成有机契合
艺术图像研究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中的重要价值首

先体现在对艺术史的研究，随着对艺术图像研究深入的
开展，我国的很多研究学者开始着手探索具有综合性的
艺术史研究方法，即在传统“诗乐舞”融合以及“诗书
画”一体等理念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探索具有综合与
交叉意义的艺术特性和规律，从而开拓艺术图像研究的
新趋势。不论是何种类图像都是各民族世代积累的精神
体现，无一不体现着人们对世界真善美事物强烈追求的
意愿，以至于图像的蕴意早已积聚在人们的意识深处，
因此，要想全面综合的研究艺术图像的运行规律及其属
性，不能仅限于门类艺术的研究，否则难以将历史上复
杂纷繁的各类艺术活动的交叉与综合进行全面的阐述与
解释，在图像研究学中融入艺术史研究理论，可以将各
种艺术融合中新的内涵与意义的生成，为此这一研究成
果越来越受到当代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其次，艺术图
像具有显现、生动和逼真的形象，可以准确、真实的将
历史事件记录并表述，因此，在众多艺术学理论研究方
法中，人们对图像研究方法的融入赋予了极大的兴趣。
图像研究方法不仅为人们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
其特性具有无法取代的功能。以往的艺术图像以绘画、
雕塑、工艺、设计等视觉艺术方式呈现，随着后期深入
的发展，又将不同样式中的艺术美因素与图像之美相融
合，呈现其特有的整体性艺术研究价值。此外，艺术图
像研究与艺术学理论的契合，更体现于分支学科艺术图
像学的出现。随着图像研究不断地深入，人们深刻的发
现艺术图像研究不仅对艺术学理论具有研究价值，而且
还具备学科意义，涉及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人类
文化学等，均能体现艺术图像研究拓展与创新中的价值
和意义 [2]。

（三）在艺术学理论领域引入艺术图像研究，有
助于该学科不断地深化与完善

当代的艺术活动已经逐渐的超越单一艺术样式，
变得极为丰富多姿，呈现综合交融的态势，从而为艺术
学理论研究带来全新的挑战。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提升，
图像的功能越来越受到当代研究学者的关注，不仅可以
借助图像学方法对传统艺术样式加以深化，而且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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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的艺术样式同样具备研究优势，图像研究方法可以
呈现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基本态度，因此，艺术图像
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给更多的研究学者确立了研究信念。
从造型类艺术到文学、音乐等样式中，均能显示图像地
位的重要性；从戏剧到影视、动漫、游戏等，无一不与
图像密切相连。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使命便是将综合
多元化的传统艺术以及当代艺术研究加以深化与完善，
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汲取人文及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相
关元素以及借鉴其研究方法，同时引入艺术图像研究方
法，不仅可以充分的体现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包容性和多
元性，而且有助于该学科不断地强化并逐步的走向成熟。

2 高艺术图像研究的美学特征
（一）纪实性与审美性的并行
图像和艺术图像的区别在于，图像记录的是单一

的历史现象，而艺术图像记录的是人类历史上的艺术活
动，包括事件、仪式、人物等内容，不仅具备真实、准
确的记录历史活动的功能，而且还具备审美创造的意义。
艺术图像的纪实性是指，将历史某一段时期某个方面的
艺术活动、活动进程和演出的场景与环境，或者重大的
大型仪式的表现过程，利用笔将其真实、准确的记录下
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3]；艺术图像的审
美性是指，人们在记录历史艺术活动的基础上，将该时
期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形式创造能力一并融入其中，赋予
了图像的审美意义，其中包括人物的造型、画面的布局、
舞动的身姿以及人物的神态与表情等均能体现出图像制
作人的审美观念，甚至有些图像已经达到十分精美的水
准，不仅是对历史艺术活动的再现，而且还具备非常高
的审美价值。

（二）瞬间性与恒久性的统一
在各门类艺术样式中，尤其是音乐、舞蹈等样式，

都能呈现出人们对美的声音和动态的提炼与升华，反映
出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对艺术技能的生动表达，具备
着非常重要的传承价值，然而受科学技术手段的限制，
不能将美的声音及动态进行生动的记录，是人们对自身
认知的一大憾点。随着对艺术图像不断的研究与探索，
人们深刻的感受到艺术图像可以弥补人类这一缺憾，相
较于文学语言文字间接性、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图像
更能将这些艺术样式具体、真实的呈现，包括舞蹈、戏
剧以及相关乐器、道具等，但是图像艺术只能对瞬间的
艺术活动进行真实的表现，对于时间艺术存在着一定的
局限性 [4]。艺术图像可以将艺术活动中，一瞬间最感人、
最具形式美感的人物姿态和神情，借助各种材料和技艺
生动、准确、永久性的记录下来并广泛传播，因此，艺
术图像具有瞬间性和永恒性。

（三）虚拟性与真实性的重合
在众多的综合性艺术图像表现中不难看出，图像

制作人更侧重表现于人的姿态美、形象美、场景的和谐
美以及色彩的绚丽美，同时利用材料和技艺以及凭借个
人的审美意识及形式创造能力，将艺术美感潜藏在图像
的画面和形态之中，通过虚拟的形式将人们在艺术活动
中的精神美和心灵美呈现出来。生活与大自然的美可以
利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优美动听的声音将环境、

自然以及人的精神世界虚拟的表现，而艺术图像可以利
用造型将人的审美以及音乐声音的魅力加以呈现，从而
潜隐的表现出艺术图像丰富的想象和幻想 [5]。其次，艺
术图像的真实性不仅可以真实的表现艺术形态，而且还
可以将艺术活动相关的环境、人物以及乐器、道具等真
实的体现。虚拟中透露着真实，真实中包含着虚拟，通
过图像艺术将历史艺术活动中美好的瞬间形式或表现形
态，进行真实、准确、永久性的保存，将人类艺术历经
岁月长河恒久性的传承下去。

（四）韵律美和造型美的互化
韵律美不仅可以体现出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

力，而且更能抒发人们的精神与情感，因此，艺术图像
需要致力于韵律美的展现。造型艺术图像所表现的韵律
美，主要体现于线条、形体、物象之间的动感和流动，
特别是对音乐美的展现，由于图像具有静态与凝定的特
性，无法将音乐的韵律之美自然地抒发出来，但是图像
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借助造型象征性的将音乐的韵律
美感充分的展现出来。虽然没有声音的展示，但是可以
潜隐于造型美的环境和人物之中，形成美的声音的无声
的表达，因此，韵律美是造型美的内涵，造型美是韵律
美的延伸，将音乐律动和造型艺术相融合，是当代艺术
学研究者研究的重心 [6]。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艺术图像研究的美学价值与意义具有

综合多样性，不仅在与各艺术门类交叉与互融的学术研
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同时在艺术学理论建设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位置。当前对艺术图像研究方法的系统思考
及运用，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众多研究学
者赋予更多的艰辛和努力，通过深入分析与探索艺术图
像研究方法，为人们开拓更宽阔的认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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