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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线形态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语境中的审美特性。方法方法 以传统美学思想及艺术理论

为基点，结合经典艺术作品案例来对线形态的形式美感进行印证。通过分析线形态的粗细、方向等视

觉变化以及情感、韵律等意象表达，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对线形态的美学属性加以阐述。结论结论 线形态

的形式美感表现在线的形象与形式之美、节奏与空间之美、情感与表意之美中，这些美的特质和属性

在中国传统美学语境中显现出了独特的形式特点与艺术魅力，同时也对线形态之美的研究开拓了具

有创新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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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eauty of Line Forms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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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research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ne forms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ideology. Based on the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artistic theory，the beauty in line forms with case

study of classic artistic works is proved，and through analysis on the visual changes in thickness，direction，etc of line forms

and image expression of feelings and rhythms，the aesthetic attributes of line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re illustrated. The beauty of line form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beauty of images and shapes，rhythms and

spaces，and emotion and implication of line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ttributes have revealed unique formal features and

artistic glamour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ideology，and have also created a new innova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beauty in line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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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态是艺术与设计中重要的造型要素之一。

其自身所具有的变化性和扩张力成为了艺术家和设

计师独特的艺术语境，用来表达艺术设计中多变的视

觉美感乃至丰富的思想情感。在中国传统美学对于

各种形态的形式美感论述中，线的形态具有独特的魅

力与形式之美，这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学思

想语境下特有的审美表现。传统文化不仅是我国的

民族精神，也是我国5000年来的生活方式，更是劳动

人民智慧与艺术的结晶。在艺术与设计中体现出的

形式之美，反映出了我国文化底蕴和不同时期劳动人

民的审美情趣[1]，在传统美学思想下对线形态的审美

经验与审美感受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 传统美学语境下线形态的概述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真正理论上的美学学科的

阐释，但是在我国传统思想发展中很早就有了审美意

识，这是现代美学思想最开始的萌芽和理论形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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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孔子到《易传》、庄子等，从传统美学语境中的元

气论、意象说、意境说到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都是

我国传统美学理论体系和特点的体现。如老子提出

和阐发的一系列概念：“道”、“气”、“象”、“有”、“无”、

“虚”、“实”、“味”、“妙”、“虚静”、“玄鉴”、“自然”等[2]，

都对传统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我

国传统艺术作品中，线条的运用、水墨的控制、空间布

局的讲究等就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线形态作为

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涉及到十分广泛及丰富的美学

思想并渗透在多种艺术形态之中。

1.1 线形态之美的概念

线条作为最初始而单纯的造型语言在多种艺术形

式中被广泛应用，其概念是指点移动的轨迹，是极薄的

平面相互接触的结果。线是由点打破其静止状态而产

生的，因此线具有运动和方向的特点。从几何学上讲，

线只存在位置、长度和方向，但从造型上讲，线不仅有

位置、长度和方向，还有粗细、浓淡和宽度[3]。线作为一

种形态，从对它的解释和定义中可以看出：线形态的美

感就存在于线的位置变化、轨迹变化、长度以及粗细的

变化之中。唐代的画家、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

记》中，就讨论过以造型为目的的线纹的节奏感和线纹

在中国绘画中形成画家独特风格时的决定性作用。他

曾说：“无线者非画也。”即中国画为线条的艺术。线形

态之美反映了我国传统艺术的精髓，而对其概念的解

释也正是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清代画家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中提出的“一画”

理论，近代以来，在美术史和美学领域引来无数探讨

者，见解纷呈[4]。在这部阐述中国绘画美学的著作里，

所提到的“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

而万物著矣。”就道出了线条写神、以形传神的重要意

义。从中可见，线的形态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灵魂，也

是传统美学思想的一种展现。线的形态不仅仅是用

来塑造形体和界定形象的，它作为美学意义中的美感

概念，还从中表现画者的个性品德和思想感情。线在

中国传统艺术中不仅仅有位置方向、塑造形态和描绘

形象的作用，其中还渗透着更多的传统美学思想，如

表达“气”、“神”、“中和之美”、“和合之美”等思想感

情。美服从于艺术，美即具体心灵中的直观愉悦[5]，线

形态之美服从于艺术并存在于艺术对美的感受中。

线形态作为传统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具有的美

感可使主题情感升华而富有生命情趣与意境。线形

态内在反射出的对于情感的表达、精神的追求和生命

情思的寄托等，既是线条对时间、情感、生命等内涵的

写照，也是我国传统美学对于境界、和谐、形神等美学

理念的真切反映。

1.2 线形态之美的表达

线形态之美的表达可以通过多种媒介、技法和在

不同空间中体现出来。如通过纸张在二维空间中加

以表现，或通过某些线性材料在三维空间中以立体的

形式加以表现等。在我国传统美学语境下，线作为极

具个性和独特魅力的形态成为了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之一。岩石上的壁画见图1（图片摘自昵图网），古代

陶器见图2（图2-4均摘自百度）。在经历了我国上千

年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中，线的形态演变出了丰富的表

现形式，具有变幻多样的质感；特别是在传统的艺术

作品中，线除了具有造型、描绘的基本表达功能之外，

还充满了节奏和韵律美感、形式和装饰美感以及内在

的情感诉求。纵观中国美术史、中国书法史，几乎所

有的作品都是由线来承担组织、造型任务，以线的完

美作为审美最基本的立足点[6]。

2 传统美学语境下线形态之美的体现

线形态之美感既体现在不同的艺术设计形式中，

又存在于不同的表达空间中并具有一种独特的意象

情感。在中国的许多艺术作品中也有类似以线为主

要要素组合而成的艺术形式，如刺绣、白描、工笔、书

法、编织等，可以说人们在生产实践、艺术文化中，对

线有一种心理的崇尚感[7]。线的形态是多种多样、千

变万化的，但无论是空间中的直线还是曲线，无论是

材料中的硬性线还是软性线都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

空间美感以及内在的精神美感。线形态的这些美感

具体体现在不同长、宽的线条对比与变化之中，体现

在不同方向、排列顺序的变化之中；还存在于线形态

所表达的虚实与空间感、体积与容量感、重量与范围

感、数量与界限感以及力度感等之中。

图1 岩石上的壁画

Fig.1 Murals on the rocks

图2 古代陶器

Fig.2 Ancient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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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线形态形式之美

线形态自身曲直、粗细、虚实等变化能表达出不同

的形式美感，如直线的形式组合，能给人以力量、直率、

刚强、简洁等感觉；而曲线则给人以柔美、弹性、舒适的

感觉。直线与曲线见图3。若是粗线会更好地表达出

稳定、厚重、加固的形式美感；而细线又能带来速度、轻

快、韵律的形式感。即使是同一条线，通过线形态粗细

等变化，也同样可以表现出丰富的形式美感。我国传

统水墨技法中，画面大都是以线的形式为构图的基础，

使得线的形态不仅具有意象性、哲理性，还有表述性、

自足性、多义性等文化特质，虽然依附于造型本体，但

是能宽泛而游离地体现中国文人特有的艺术认知[8]。宋

代梁楷的作品中，线条疏放而极有动感，抑、扬、顿、挫

清楚可辨，见图4。图中所使用的线条，寥寥数笔便勾

勒出人物身体的结构和衣纹的变化，把李白孤傲不群

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线条形式之美也正是传统

美学语境下形式美感的集中体现。

2.2 线形态空间之美

空间一词，就字面来理解“空”即“无”，是空旷无

垠、无边无界之意；“间”即“有”，是间隔、界限与区间划

分之意[9]。空间中使用线形态的组合形式，由于线形态

自身的变化加之空间意识、空间感知等因素的不同，会

在空间中呈现出多样的空间美感。如使用直线营造的

空间，会给人以极具扩张力的空间感，再加之排列上等

变化还会产生很强的扩散、集中或发射状的空间美感，

直线的排列见图5（图5-6均摘自汉网）；而如果在空间

中使用曲线形态，就会给人以相对感性、柔和等具有弹

性收缩的空间感受，曲线的排列见图6；要是再加上线

的粗细、黑白、虚实的结合，则能表达出更多元化的空

间之美。在我国传统绘画等艺术作品中，很重视线形

态所构成的空间感，强调动静结合的空间意识，并将这

种空间意识提升到空灵、如梦一般的精神内在所表达

的空间之美中。再如，我国传统的书法是线形态通过

一笔一划构成的一种空间，也非常讲究笔画的空间美

感，并且书法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境界的体现，且由于

以文字为载体，这种美被广泛接受和传承[10]。书法依靠

单纯的线条构架出的空间，诠释出了我国传统美学中

“协调之美”、“和合之美”等美学内涵。

2.3 线形态表意之美

“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和

审美体验，“意象思维”游走于“形象思维”与“抽象思

维”之间，是一种喻“意”的动态过程在高度抽象“形”

之中的融合[11]。如靳埭强的水墨设计作品《妙法自然》

见图7（图片摘自百度），通过线形态的组合与变化，表

达出了设计师对“物境”、“情境”、“意境”的追求。这

幅作品中体现出的表意之美可以形容为“言有尽而意

无穷”。再如北宋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使用线

的形态勾勒出回旋递进的山峰和缭绕密布的云层，体

现了一种清幽旷远的意境。蒲震元在《中国艺术意境

论》中认为，意境表现为创造真境与神境的统一。意

境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是一种有形和无形、

有限和无限、实景和虚境的有机结合。线形态所具有

的表意之美，可以说是对传统美学思想内在精神层面

和本质精华的最好诠释。

3 结语

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包含了历史、

图3 直线与曲线

Fig.3 Straight line and curve

图4 梁楷的作品

Fig.4 The works of Liang Kai

图5 直线的排列

Fig.5 Straight line arrangement

图6 曲线的排列

Fig.6 Curve line arrangement

图7 靳埭强的作品

Fig.7 The works of Jin Dai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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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思维、精神等多层面的思想内在精华，在这样的

美学语境中显现出了和谐之美、韵律之美、中和之美

以及和合之美等独特的美学形式特点。诸如和谐之

美、韵律之美、协调之美等美学思想在我国传统艺术

作品中更具有代表性，尤其在传统艺术中使用极多的

线形态，它在形式、空间以及内在意象的表达中，不仅

形式多样、形态各异，而且从形式的外在空间到内在

的精神内涵等方面折射出了传统美学的思想。如线

形态中对比与统一的和谐美感，就是中国传统美学中

适度、恰到好处的中庸哲学所追求的一种对比中求统

一的美[12]。可见，线形态的形式美感集中体现于线的

形式之美、空间之美、表意之美中，显现出了在中国传

统美学语境中线形态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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