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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符號
———視覺藝術的原始文化形態

章蓬霞

浙江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摘　 要：材料是視覺藝術的重要物質基礎，在視覺藝術的發展中，符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産物，人類依賴于對自在

世界的初步認識創造出具有符號象征的圖像、雕像形態。 對視覺藝術中三種符號類型的闡述，體現了符號是人類

把握客觀世界的重要方式。 通過對原始的符號形式特征、物質材料與符號形式的分析，更進一步論述了視覺藝術

的原始文化形態。
關鍵詞：材料；符號；原始文化形態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綜合材料藝術與當代中國高等美術教育體系的建立（項目編號

１５ＹＪＡ６００２６）”之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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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材料作爲自在世界的組成部分，它是人類賴以

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 “材料是物質，但並非所

有的物質都可以稱爲材料。 宇宙是由物質組成的，
但宇宙中的許多物質就不能稱爲材料。 物質更強調

的是客觀存在，相對于意識而言，物質是第一性的；
原料往往相對于制成品而言，原料的用途主要體現

在制成品的制造工藝上”。①

有些物質不算材料，燃料、化學原料、食物、藥
物、工業化學品等直接消耗進行物質轉換的都不是

材料，往往稱爲原料。 另外，把利用生産工具直接進

行制作只反應物質的物理性質，就俗稱爲質料。 質

料往往描述物質的物理特性，原料描述物質的使用

功能，在嚴格的語義學上分析，原料和質料都是物質

的組成部分，但不稱爲材料，這是從材料內在的屬性

來區分的。 原料和質料是反映了物質的物理化學屬

性，而材料除了包含物理化學屬性外，它通過實踐活

動還具有精神屬性，原料和質料只有通過一定形式

才能轉換成材料並使其具有精神屬性。
材料是和一定的使用場合相聯系，可由一種或

若幹物質構成。 同一種物質，由于使用的用途或方

法不一樣，所體現的價值及意義也會迥異不同。 ２０
世紀 ７０ 時代，信息、材料和能源代表了人類文明發

展中的三大支柱。 ８０ 年代，又把新材料、信息技術

和生物技術並列爲新技術革命的重要標志。 在視覺

藝術領域裏，對材料的研究與運用已達到了無所不

用其極，這對視覺藝術研究範圍和藝術表現方式有

了革命性的推動。

一、 原始的自然主義與符號象征

藝術生成過程由三個對象構成，以此形成了藝

術品的存在形式，但創作者、材料媒介、審美公衆這

三個對象是以藝術存在的語境來闡釋的，對前文字

時期確定藝術存在的方式，只是根據現存圖像、雕像

的考古推測確定藝術存在的形式。 “藝術存在的最

早形式正是從非藝術向藝術過渡的形式，它具有雙

重質的規定性和雙重功能性。 換言之，藝術作爲對

原始人實踐活動的各種方法的藝術理解、改造和

‘裝飾’而産生，這些方法的社會價值尤其大，要求

專門的確認，鞏固和揭示。”②

藝術作爲人類社會活動過程中的産物，它的初

期是通過禮儀、巫術活動得以完成，創作者在社會活

動中處于自然精神狀態，在人類勞動工具制作及運

用、狩獵與種植，對自然力和動物的魔法詛咒等這些

實踐行爲，並由此認證了人類是爲了自身的生存而

逐漸形成了交感巫術、宗教和政治，反映了人對客觀

世界認識並由此而産生的維持自身秩序的創造性和

表現性的行爲。 但是，由于人類處于發展的初期階

段，對自在世界的意識尚不能區分物質和精神，自然

和人，生産和思想，現實和幻想，實踐和想象。 “人
不能把自己從自然中劃分出來，使自然具有靈性和

擬人化，現實和幻想之間無界限———這就是原始意

識結構的特點，它們只是並恰恰是在藝術、形象的形

式中才能得到完全相符的體現”。③

原始人類的藝術形態是原始思維派生出來的，
原始人類認爲任何事物的發生都是由神秘的和看不

見的力量引起的，對自然原因不關心，這反映在禮

儀、巫術活動中所創造的作品中。 而究其原因，是原

始人類智力樣式所決定的。
原始人類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乃是以根本

不同的面目呈現在認知中，它的一切客體和實體都

是被神秘的互滲和排除的系統包圍著，正是這些互

滲和排除構成了這個世界的結合力和組織力。 原始

人類正是依賴于這種對自在世界的初步認識，創造

了他所感知的圖像、雕像形態，這種形態以自然主義

與符號象征共存地體現在實踐活動所創造的作品

中。 並且，這兩種藝術形態中的材料媒介，在人類的

文藝複興時期之前一直以隱性的進程存在著。

二、 材料媒介的形態

雖前文字階段的原始藝術一直到文藝複興兩者

時間跨越很大，藝術的主題、形式、背景也大相徑庭，
但其中的材料媒介卻沒有太大的變化，材料作爲藝

術表現的物質基礎，它在這個漫長的曆史階段，始終

處于從屬地位，在藝術的生成過程中只是體現了物

質材料自身的質料形態，形式在藝術家創作及呈現

藝術品只是體現了如何使用形式元素，如線條、肌
理、色彩；它如何組織空間，這樣某種東西具有主要

４１１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地位，而其他東西處于從屬地位。 把物質材料的質

料形態進行組織而使其成爲主要地位，由此成爲創

作者與審美公衆之間媒介形態，卻是要到文藝複興

時期才開始緩慢地發展。
舊石器時代藝術世界是尋常現實的直接延伸的

想象，立足于體驗和經驗，藝術和現實的界限是模糊

的，這種自然主義的方式促使藝術形態具有現實摹

寫特征，模仿生活和現實，忠實于自然，尋求相似和

模仿，藝術的三種基本形式：模仿、傳遞信息、裝飾，
也就對應于摹寫、圖示、抽象的裝飾圖案三種藝術形

態。 物質材料只是在工具材料基礎上的物質基礎，
它的媒介是圖像所蘊含的信息，物質材料是圖像的

載體，它僅僅只是反映物理化學特性，也就是物質材

料的質料特征。
新石器時代藝術用幾何圖形形態逐漸取代自然

主義風格藝術形態，這是人類一個新的文化時期，藝
術塑造出一個經過美化和理想化並且和經驗現實相

對立的超驗世界。 雖舊石器時代的自然主義風格仍

舊存在，而且一直以隱性的方式延續在人類藝術發

展之中，但藝術史上的第一次風格轉變已在新石器

時代逐步形成。 只是材料媒介的形態與舊石器時代

藝術的性質類似，沒有任何改變，只有到工業革命及

文化啓蒙運動之後，隨新藝術運動的興起，材料媒介

才成爲了新的表現手段。

三、 視覺藝術的符號化形式

視覺藝術在人類初期就出現了象征和符號化形

式的圖像、雕像，在史前時代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
這種視覺藝術符號化特征爲人類藝術的起源提供了

寶貴的考證文獻。 藝術作爲人類對自在世界的一種

認知方式，從 ２０ 世紀 ６０ 年代始，在視覺藝術中，它
被看作爲特殊的符號系統。 視覺藝術的符號學性質

表征是藝術形式的一個重要方面，它爲人類的藝術

發展提供了一條清晰的視覺類型的線索。 １８ 世紀

以來，美學家們在探尋這種類型學時得出結論說，視
覺藝術中存在著三種符號類型———自然符號、 人造

符號、心靈符號。
舊石器時代自然主義風格的藝術形態是自然符

號，它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再現生活，藝術形象

采取感性形象的外貌，對自在世界具有明確的聯想，

追求客觀科學的、真實的表現自然世界，由此逐漸形

成再現性語言的藝術形態。 這種藝術形態讓人感覺

自然和親切，如古代希臘和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

藝術，線條柔和，形象生動，作品充滿了有機生命的

活力，它們滿足了人對自然有機生命活力的心理需

求。
新石器時代的幾何圖形風格的藝術形態是人造

符號，藝術形象脫離人的日常生活經驗中所産生的

感性形象的形式，形成一種程式化的非再現語言的

藝術形態。 類似于古代埃及、印度和拜占庭藝術，一
切都呈現爲硬拙、緊張的曲線風格、具有顯著的幾何

抽象化特性，人們在其中尋求的是能夠使自身從流

變的現象世界中脫離出來、心靈獲得永久安甯的絕

對的價值。 另一種，源于古代東方的哥特式藝術形

態的心靈符號，它是哥特人直觀感知的面對世界和

宇宙時所産生的精神或心理狀態符號。 哥特式藝術

跟埃及和巴比倫藝術一樣，具有十足的宮廷藝術特

征，但它同時帶有更加明顯的洛可可特征，講究精致

和遊戲、細膩和纖巧。 藝術風格形態更加具有個性

化形態，造型方法自由、無拘無束，在藝術發展中成

爲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的精神源頭。
藝術三種藝術形態一直交纏地存在于藝術發展

的過程中，但它始終都依附在人對自在世界的符號

化認識的基礎上。 卡西爾［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在《人論》
中提出他自己關于人的定義：“人與其說是‘理性的

動物’，不如說是‘符號的動物’，亦即能利用符號去

創造文化的動物”④

在文中還著重論述了“符號功能”對人類生活

的決定作用。 “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

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 語言、神話、
藝術和宗教則是這個符號宇宙的各部分，它們是織

成符號之網的不同絲線，是人類經驗的交織之

網。”⑤

語言形式、藝術的想象、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

儀式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號形式，卡西爾把人定義

爲符號的動物來取代，人定義爲理性的動物，揭示了

人類文化創造活動的本質。 在藝術活動中早期的圖

像、雕像及建築都體現出符號思維特征，符號是人類

把握客觀世界的重要方式，是人有別于動物的特殊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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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始的符號形式特征

藝術是人類對自在世界的符號化表達，表現的

對象、內容都依賴于符號形式诠釋藝術。 符號形式

外在顯現的是視覺圖像特征，是再現的還是非再現

的？ 或者是來自于心靈符號的，這些視覺材料、媒質

構成了符號化藝術形態。 不管是再現、非再現或心

靈符號，在視覺圖像符號中的材料媒介因素在其符

號建構中起到了多大程度的作用？ 物質材料存在與

圖像、雕像制作與感知的有機條件中，圖像繪制的邊

框意識、浮雕刻畫的邊界、雕像的空間，這些是藝術

發展到一定階段才被創作者、審美公衆所感知。
在史前洞窟刻畫的圖像是在一種沒有規則的場

域裏創作的作品，有規則的場域是一種高級的人造

物，是藝術一個長期發展過程中才産生的。 那時的

創作者是在一個沒有固定邊界的場域工作，根本沒

有把表面看作一種獨特的肌理圖底，以致于經常在

之前繪制的圖像之上再行描繪他筆下的動物形象，
也不想將之前的圖像給消除掉，以此形成了反複描

繪的圖像及表面粗糙的雕像，這種不規則的物質材

料與對圖形與圖底的視覺認知，形成了粗糙的圖底

與表面未經打磨的雕像，因此藝術形態的符號化特

征更爲明顯，而且圖像無法有一個再現性空間及表

面平滑精細的雕像。
隨著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打磨工具的發展，

以及陶器和有規則壘石建築的創制，光滑平整的圖

底及表面平滑精細的雕像逐漸形成，由此形成了更

自由的創造性藝術活動。 “圖像的圖底很少被認爲

是符號本身的一部分；圖形與圖底對眼睛來說也沒

有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視覺整體。 一個觀看令人仰

慕的畫作的鑒賞家可以認爲那空蕩蕩的畫底和邊

緣，並非繪畫的真正組成部分，正如一本書的讀者可

以隨意在書的邊緣和空白處寫上注解一樣。”⑥

由此可見，藝術的形態不但對應于客觀自然環

境及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同時也隨著創作者對藝術

表現形式的認知及掌握，物質材料在工具發展及創

作者藝術表現形式認知的提高下，在不知不覺中豐

富和更改著藝術發展的進程。

五、 物質材料與符號形式

符號是建構在人對空間、時間中所呈現事物對

象的表現形式的認知，但在文藝複興之前對事物客

觀對象的符號的建構，只是體現了物質材料的使用

價值。 “反映和認識的對象不是客觀世界本身，而
是作爲價值的世界，人化的世界，有靈性的世界，被
視爲同人的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的世界。 我們有

足夠的依據把意識的這種形式稱爲藝術形象的形

式，因爲古人的全部藝術活動正由它産生出來，而且

它至今恰恰仍是藝術創作的土壤。”⑦

客觀世界構成的物質材料一直都只是藝術形式

表現的物質基礎，在藝術表現中外在的形象顯現爲

第一性，物質材料是第二性，藝術表現的內在實質，
就是藝術形式構成。 形象顯現生成爲藝術的媒介，
藝術物質材料沒有生成藝術的媒介，藝術的材料與

形式在文藝複興之前一直是以隱性的狀態而存在

著，它的發展也是一種隱性的進程，藝術內容與表達

所涉及的題材、圖形、構圖等一些形式元素，物質材

料只是符號建構的物質基礎，材料與形式是一種分

離的狀態。 “藝術品中由于藝術手段沿襲而來的材

料與形式的分離———其中思想內容與表達的分

離———是完全不重要的分離，即使人們認爲是重要

的。 在其中，構成藝術品的元素被耗盡。 那些在這

一分離中被稱作材料的完全是無關緊要的東西。 但

是，建構形式的工作卻貶低形式……”⑧

結語

在視覺藝術作品中，材料是形式的組成部分，同
時也是重要的物質基礎。 自史前人類至古代藝術，
自然主義、幾何圖形及哥特式都是建構在不同的符

號類型的藝術形態，藝術的産生是無意識的視覺審

美特質，圖像、雕像是觀念化、象征性的藝術風格，它
的藝術形態特征是符號象征，構成藝術的物質材料

無媒介特性，是處于第二性的物質基礎地位，而圖形

形態是建構圖像、雕像的第一性元素，材料與形式的

分離形成了材料媒介表現的缺失，以上這些建構了

視覺藝術的原始文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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