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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绘画艺术形式一书的作者是一位老画家，他通过自己的创作与教学两方面的实践与体验，形成了他自
己的理论观点。
所以在本书全部的内容中，无论是对近四百件作品的分析与评述，还是对基础理论部分的诠释都有其
独到之处。
并且言之切合实际。
而行文在力求深入浅出的同时，随意处又不拘一格，以期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其独到之处列举如下： 　　一、传统的绘画形式要素为三个，而他发展开拓为八个，其中近半数是属
精神领域里的内容。
　　二、提出了统领性与平衡感是形式秩序的机制。
　　三、形式法则分为两大类一属事物普遍意义的法则，二属表现性的法则。
而后者常受前者所制约。
　　四、画面上的平衡感，是凭“形式量”与“含义量”两者来完成的，从而解决了一般理论上的无
定性。
　　五、提出了广场艺术的三条形式法则①形象的鲜明性，②动作的明确性：③形式的独特性。
壁画属于 广场艺术。
　　六、“引力环”一章是对不同的心理视距反应上的假设性的探索，并已见其价值。
　　七、认为艺术趣味有激发形象思维的能量，并使审美活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八、提出了画家的视角心理的价值， 九、以“形式高于内容”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凡此等等也就奠定了绘画形式理论的基础。
从“绘画艺术形式”这个命题来说，此书尚属初见的第一本，是属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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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松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 ·1949.5——担任上海区铁路工会美工室主持人，
主编 《上海铁路职工画刊》并著有《美术字讲话》，发行 四十万册。
 ·1951.2——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绘画课的讲师、副教授、教授。
 ·1953.12——从第二届全国美展起历年时有作品参加全国性的各类美展。
其中参展全国青年美展(二届)的油画作品《古箭楼旁》获奖。
 ·1983.12——在中国美术馆西南厅，举行《李松石风景画展》。
其中作品《太行烈士潭》、《朔风》、《绿汀》、《南国一古榕》、《成山角潮》、《闽船》等六件
油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所收藏。
 ·198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李松石风景画选》。
 ·作品《太行烈士潭》曾展出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美展》(中国美术馆)，并入选《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60周年美术作品集》(中国文联)。
该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初稿被北京市美协收藏。
 ·中国美术馆所编的该馆四十年年鉴中编入李松石条目。
 ·作品概况早期风格写实，晚期在追求意境的基础上对形式感作出求索。
近期作品有《黄河之魂》、《大河黎明》、《黄河饮马》、《金环蚀》以及多幅作形式处理的静物画
。
 ·1946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
此前，曾就读于武昌艺专高中师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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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一幅绘画作品里形象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去掉了形象这件作品就不能
成立，然而当提出画面形式的意义时却不见得人人都能说得清楚。
有意思的是很多画家几平每天都在与形式打交道，却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和价值，这绝非言过其实。
　　绘画的形式，自从地球上第一件绘画作品出现时起它就存在了。
事实上任何一件作品都有它自身的形式感，正如每件绘画作品的本身就是该作品内容的形式是一个道
理。
人类的绘画近五千年以来，一直在为宗教和皇权讲故事，这种任务画是被规定性的。
作为当时的工匠艺术家来说，对形式的处理是没有什么主动权的。
从神的世界到统治者的天下，人物都是被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地排列了起来，表示该历史时期的盛况
。
所以在那段非常漫长的历史中，那时画面的形式还处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中。
　　人类社会对绘画形式本体价值的发现并有意识地去运用是相当晚的。
如果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场现代流派运动作为正式的起点也不算晚。
他们的作品虽然被贬称为“形式主义”的作品，然而恰恰是他们首先揭示了形式本体的价值。
当然与此同时，还应该关注到的是当时还在继续存在、延伸的写实体系的价值。
它曾统治过人类绘画领域长达五六个世纪之久的事实，表明了它的历史意义和贡献。
又何况现代流派艺术正是从它的基点上发展过来的。
写实体系的功绩在于把手工成像技术推向到一个极致，使画面视象与生活形象划上了一个等号。
这在摄影术发明前当然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与辉煌，但它的严重缺陷在于始终在很狭窄的形式圈子里徘
徊，满足于对生活形象的表现，而放弃了对形式领域的开拓。
　　从人类绘画史的长河来看，即使在绘画形式还处在自在的阶段中，还是有许多值得保留和发展的
形式的。
如古埃及壁画的模式，如中国汉代的画像石，尤其是元、明之际永乐宫三清殿中的朝元图，那种刚健
道劲、线条林立的壁画风格，都是举世无双的。
至于全世界各民族和各地域中的民间艺术更是值得歌颂的瑰宝。
所以就学习绘画形式语言来说，不应该只关注到现代流派艺术的作品，而且还应该面对这样两方面：
一是从传统的写实体系中突破出来的，已具有新意的，新的形式意味的作品，二是广泛地从古壁画和
中外古令的民间艺术中大胆地吸取营养，从对这两者的借鉴和模拟中再造出属于自我的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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