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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艺术设计中形态构成要素探讨 
孟庆梅 

（吉林艺术学院  长春市  130000） 

摘要：从某种程度上说，设计是以艺术的形态来存在并被感知的，也就是"形式赋予"的行为。造型艺术的 终目的，就是要透

过特定的形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达到自己的能力。 

关键词：造型艺术设计；形态构成要素；探讨 

 

引言： 

形态是"物体"的主要信息，它可以把"物体"的内质、组织、结

构、内涵等因素提升到外在的表象，从而引起人们的身体和心理活

动。形态包括外形和神态。"外形"通常是物体的外部形状，而"态"

是物体的"神态"，所以，形态是"外形"和"神态"的结合。 

一、艺术设计的造型 

没有形态就没有产品，艺术设计是以清晰的概念为 终作品的

先决条件，以达到目的的实际方法为依据，它是创造过程中所有的

活动，可以清楚地记录出成果。设计活动是一种全面形式的建立与

创造，它不是对现有的物体进行操作，也不是重新修饰，而是从想

象的结构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形式。造型是 基础的工作，它是

基础的语言，它与设计有着紧密的联系。一切真实事物都是有形的，

形态是可视的，可触摸的，包含了颜色与品质的观念。人类自觉地

创造出的形象都可以称为"形态"，甚至连做菜时的"切"都可以被看

作是一种"形"，这与"雕塑"的"形"有着本质的联系。严格来说，要求、

使用都不是一种表现形式，但有了造型活动，就必须要有特定的要

求，而它的效果就必须与使用有关。造型的规划就是设计。当然，

大千的造型业很多，工程师用钢铁制造齿轮，服装师制造衣服，艺

术家用颜料涂抹画布，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形态，而我们所说的"形"，

就是指的"创造"。机械制造齿轮的造型是以物的关系为基础的，产

品的造型是以美为基础的，而艺术家的形态则是单纯地与人的精神、

心理相关联。例如，汽车车身设计是一种审美的设计，其实质上是

一种审美形态，而非工程构造形态。其内容主要有图案、符号、表

面色彩等装饰，可以依据其功能构造进行合理的设计。在一个设计

中，形态可以是 直观的，而对于一个人的眼睛或者其它感觉来说，

主要的是视觉和触觉。在此基础上，由于技术结构、科学、材料

等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产品的造型进行研究是必然的。 

二、艺术设计的形态 

所谓功能性形态，就是由于物质之间的联系而产生的物质结构。

比如木头可以做椅子，也可以做桌子，同样的材质，但是结构不同，

它的作用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是由金属与塑胶制成的座椅，材

质各有不同，但在相同的构造下，其作用却是相同的。因此，一方

面，产品的组织与材料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其作用则与结构密切

相关。没有这些，就没有任何的作用。结构层次分明，有序，稳定，

具有某种规律。结构的层级是由产品的复杂性决定的，而每一种商

品都具有多个层级，根据具体的功能性要求而构成。产品的设计与

生产是由无序向有序的过渡，其特点是产品的结构特点，也是生产

经营和组织的先决条件。由于有了稳定性，所以建筑物的结构是稳

定的。由于产品的平衡性，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和可用性，所

以产品的结构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的关系，即产品的运动和产品的应

用。正如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它的结构也是相对的，当它的作用

越来越大时，它的物质和能源会发生变化，它的平衡会慢慢地失去，

它的生命周期会越来越短，就会导致一个结构的解体，一个功能体

系的结束。产品的使用是由有序到无序的转变、由平衡向不平衡的

转变。结构是功能的物质载体，其实质是以功能为基础的结构。结

构是由功能构成的，而功能是由结构来完成的。同一种结构具有许

多不同的作用，例如：水泵的构造类似于风机，但其作用不同；而

同一种功能，也会有不同的构造，比如，有滚简式和透平式的机械

构造，也有超声波振荡式，结构上有很大的区别，但功能却是一样

的。通常，产品的外型是由结构所决定的，它被称为功能形式，另

外，有些形式并不是完全由结构所支配，而是相对独立的，因此，

它为装饰形式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空间。我们将产品的一切外在特

性归结为装饰性的形态，只有在外在的形式下，产品才能被人类运

用和认知，发挥它的作用。产品的装饰形式千姿百态，可谓是无穷

无尽。装饰形式也分层次，比如与功能相关的装饰形式等。形态也

是一种象征，是一种产品的外部形象和信息的集合，是其表现形式，

因此也就是其内在品质与外形品质的体现。在艺术中，形态的就是"

外形"，与感官相反，并不只是纹样的装饰。从工艺的外观上来看，

有结构的形状、图案的形状、色彩的形状，结构的形状是主要的形

状，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而 引人瞩目的是图案的形状，装饰

的形状。所以，艺术的形态，甚至是外在的装饰品，都有一定的形

态，而结构的形式，则是与内容密不可分的。产品设计的内容、形

式和两者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定义，也就是说，在内容形

式的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来，二者的相互关系又处在不同的层面。但

是，总体上来说，产品的内容和形态都是一体化的，有时候，形态

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态。 

三、造型艺术设计中形态构成要素 

造型艺术是在 17 世纪欧洲出现的词语，通常用于绘画、雕塑、

文学和音乐等，是一种不同于实用艺术的观念。18 世纪，德国著名

美学家莱辛在其《拉奥孔》一书中，将《拉奥孔》和诗（文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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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对比研究，将其置于视觉的空间艺术领域之内，而不是像文学

那样的无意识的非空间的艺术形态。五四运动以后，这个观念被广

泛地应用于我国艺术学和文学理论学。造型艺术是一门运用固定的

物质，以视觉和静止的意象来表达社会和艺术家情绪的艺术形式，

它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设计是艺术家用

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亲自制作或用一定辅助手段产生的一种视觉形象

艺术的创造性活动。 

（一）形状 

"形状"，一般是指二次元平面的外形，用线条包围着一个图案，

比如绘画，画出的外形是一个方块，因此这个矩形被称为"形"。外

形由"几何形状"与"不规则"组成的外形。不规则形是指外形曲线的

自由形态，一般不规则的外形都是天然的，往往是自由的徒手，把

自由的线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 

（二）形态 

"形态"和"形状"不同，形态是有深度的，是三维空间的形态。

在现实中，手能触及的所有物体都是形态的一种，形态又分为"几何

形态"和"不规则形态"。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立体形态，按照

其起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自然形态，是由自然法则所产生的

形态，如高山、树木、河流、石头等。另一种是人造形态，是人类

有意识地进行视觉元素的结合或组成的活动。这是人类有意识的、

有目的的行为结果。如建筑、汽车、轮船、桌椅、服装、雕刻等等，

都具有形态性。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三维形态，按照其起源，

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建筑，汽车，船舶，家具，雕塑等，价值和形

态的构成，综合考虑人类审美、文化和社会综合特点，综合考虑生

产、加工和使用等因素，对价值和形态构成进行综合衡量，以科学、

合理的方式选择，以 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因素。色彩的产生是由于

光线对眼睛和大脑的影响。由于视觉感知需要光，需要眼睛和神经

来观察色彩。人对色彩和外形的反映与年龄、性格和心情有关。色

彩与形态是人体的两部分，两者互为补充。唯有局部和局部的统一、

对称和连贯性，才能创造出美丽。颜色是室内装饰艺术的一个主要

因素。它是基于 初形态的观念和意义而创造出来的。代表立方体、

球体、多面体和它们的衍生物等。从视觉上来说，要想看见色彩，

需要光，眼睛和神经。人对于色彩和形态的响应如同年龄，个性和

情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色彩与形态是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

他们是相互补充的。因此，要想发现美丽，必须要了解颜色和形状

的统一性，理解整个和部分的对称性和一致性。颜色是构成空间艺

术想象力的关键因素。功能与材料、结构等因素息息相关，而在评

判某种形态时，往往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颜色的外表是光线对人

的视觉和脑力的作用，它要经过一个光线的作用，才能使人的眼睛

和神经能够看见颜色。 

（三）空间 

空间：空余的地方，比如：闲置的地方。佛教相信一切现象都

是有因果关系的，事物自身没有固定，一个人是独立的个体。"空间

"指的是描绘物体之间的距离或区域。在视觉艺术中，空间可以被视

为是一个具有两个维度的空间。空间结构就是物体的立体形态和空

间形态的结合。它的构造要符合力学的要求。空间是由点、线、面、

体占据的三维立体实体，具有形状、尺寸、材质等视觉要素，以及

位置、方向、重心等相关要素。在二维影像中，通常使用重叠，尺

寸，焦点，位置，强度和明度，或者是线性透视。重叠的意思是把

一个图形重叠到另外一个图形上面，这样就可以在前面和后面形成

一种距离。尺寸是在距离较远的物体较大时，辨认出距离的不同。

聚焦是目标在焦距上看起来很清楚。结构是分辨高、低、远、近。

强弱与明度是为了区别远近的距离，采用弱而明亮的色彩。透视是

利用透视斜线来逐步地对远方的目标进行聚拢和缩小。空间的重要

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空间和它的包围物所扮演

的角色，要远远超过纯粹的技术美感，乃至象征意义。空间不仅能

把人聚在一起，还能把人隔开。空间不仅是一个容器，也不只是一

个用来界定这个世界所确定的含义。就人的行动而言，空间本身就

是一种信息，而且许多活动都需要有足够的空间来指导，这就需要

一个私人空间和社交活动的场所。也就是说，人在空间中的行为或

与空间有关的整体感受有关，模糊或清楚，困惑或秩序，满意或憎

恨等。造型设计涉及结构、材料、色彩、造型、工艺等诸多因素，

同时还受到文化、环境、能源等因素的制约。随着高速、环境、多

样化、移动化、灵活化、媒体化等的发展，人类对健康的生活方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类在一开始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创造活动，

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与古人的简单化、个人化不同，现代人

的创作方式与流程更为成熟，现代人们将其称为"设计"。设计师的

行动常常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要，更多的是为了满足集体的

需要。显然，当代设计所包含的内涵与问题，其社会属性更为复杂。 

结束语： 

总之，造型艺术设计是一项非常复杂、困难的工作，它必须深

入地研究各个方面，才能创造出一种真正优秀的造型。对设计师来

说，它的设计理念 终会以一种物质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可以用草

图、示意图、结构模型和实物的形式来表达它的设计意图。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形式赋予"的艺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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