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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八大山人《鹭石图》以艺术典型和艺术意境两种效果传达出审美情感,图中特有的主体感情与西方美学思想存在某些内在素质的契合,

其审美特征从三方面得到重要体现。本文结合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整合思想和分析手段,从艺术作品的审美效应角度出发,对《鹭石图》的艺术典

型和意境特征分别进行三个层次的深入探究,旨在为八大山人《鹭石图》的审美特征找到较为客观的解读方法,并得出若干启示,指引方向。 

[关键词] 艺术典型；艺术意境；鹭石图；有意味的形式；审美特征 

 

《鹭石图》是八大山人晚年之作,整幅画在悲寂的心态中形成了天机

自张的境界,是画家探取创化元精、取韵生命、以象评运的艺术哲思,是对

生命节律的生生体证。画家以物为量,在远与真的距离中安顿生命,在远与

反的距离中展开生命,也在远与游的距离中观照生命。图中凝聚着创作主

体突出的个性、真挚的情感和独特的艺术创造,反映在审美观上则强调以

高度真实、高度概括的典型化符号突出作品主题的思想性、深刻性和内在

意蕴,使作品成其为真正的、有意味的形式。画家通过鲜明生动的意境创

造方式促使典型形象和情感表现相融合,达到还原对象世界的无限多样性,

从而揭示社会生活的内在本质,表达自身对生命的感悟。 

1 艺术典型在《鹭石图》中多层次复合结构的自行呈现 

1.1典型情感 

艺术作品以典型的审美状态感染着鉴赏者,画家通过典型形象表达着

作品的主旨和情感,尽管形象本身的取材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但作为典

型符号的创造,它首先来源于创作主体的心灵深处,是个体深层次心理的

集中反映,形成的艺术典型往往能够唤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体验。这种形

象的塑造对真实的客观显现同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表现在《鹭石图》中

是纵横离奇的笔调追求、夸张变形的形象提取、莫辨端倪的构图布局以及

空寂荒冷的境界营造,这些形式并不是客观内容的附庸,它具有独立存在

的审美价值和情感性特征,是审美对象的感性外化。画家通过超验的、无

关功利的思维加工使作品本身从现实世界中脱离、异化,形成相对独立、

自律的感性形象,并赋予它强烈的感情色彩,同时借物喻情,抒发身世之感

和愤懑之情。作品中采用隐喻、变形、夸张、象征的艺术语言都在似与不

似之间用抽象的情感符号凝练出艺术家的审美情思。正如雅各布森提出的

隐喻手段,可与暗示性和替换性相关联,《鹭石图》中的形像本身如“镜之

照物”,映照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画家内心的主观情感,画面上的图像皆

成为隐喻性的图像,画家在隐喻的场所里埋下深沉的苦痛,这种痛始终萦

绕着整幅画面,凝聚着悲剧气息。 

1.2典型形象 

艺术典型的核心是塑造鲜明独特的典型形象。俄国别林斯基把典型

形象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1]
,从社会效应的层面对艺术典型作精辟的

概括,简明辩证地指出典型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以生活经验为中介、以实

践为依据,它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具有鲜明、独特、丰富的个性；黑格

尔称“熟悉的陌生人”塑造的典型为“这一个”
[2]
；巴尔扎克则称“典

型是类的样本”
[3]
。《鹭石图》刻画的鹭的形象正好印证了典型核心在“这

一个”上的经典创造,并具备了“象外之象、澄怀味象”
[4]
的哲学特点,代

表着中国艺术创造中最高的审美境界。鹭的典型塑造抛却了具体的物象再

现,这种形诸笔墨的感性外观呈现图像是笔简形赅的,其中尚意且重个性

的自觉抒情方式充分地、集中地体现着艺术家所处社会的某些本质和规律,

是画家对生活普遍规律的最高一级的思考和概括,可以被人们所熟悉。然

而,超感觉的内容和观念追求驱使画家的创作手法重感性经验、重主体意

识,以抽象化和意象化的创作方式去突破生活感受的经验习惯,超越常规

束缚,达到还原生活的丰富性,这样的典型形象无疑又是陌生的,它有着独

创性的构成机制,是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新对象、新生命,寄托着画家启

人深思、引人向往的审美理想和情感体验,因而给人以新的美感满足和享

受。画家笔下的“象”与生命息息相关,既是艺术构思的起点,是促进艺术

形象升华的契机,也是审美意象应运而生的标志。 

1.3典型环境 

艺术典型如果不求相似又要比原物更美,那就离不开对典型环境的

刻画。正如恩格斯在《致以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要“真实的再现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5]
,指出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八大山人独特个性下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典型形象的

特征,是小环境与大背景的统一。由于他所处时代政权的更迭,面对山河

破碎,加上特殊身世,画家开始以诗文书画聊度岁月,将情感寄于绘画托

于笔墨,来表达对故国山川之情。《鹭石图》是他晚期作品,画中白眼向

人的鹭和不计自然常态的山石草木造型,将他苦痛、癫狂的心态环境巧

妙地异化为典型符号。画中“枯淡”、“萧疏”、“荒寒”
[6]
的环境刻画苦

涩生冷、阴沉惨淡,烘托出作品的整体氛围,有带刺之美,触人心弦。这

些苍桑的形象是画家倾心推崇的生命符号,是画家一生坎坷命运的缩影,

这种苍凉冷逸的审美趣向往往带给人们狂猛的视觉冲击感,是艺术家激

情的审美创造。 

2 《鹭石图》中意境特征的纵深和延展 

《鹭石图》中的意境以象为依托,又超越于象,境是象背后的世界,画

家想表达的意更像一个引子,既不为创作者本身所独有,也不会被鉴赏者

所穷尽,是一个永恒的可拓展的意蕴空间。正如叶郎先生在论意境时,强调

意境必须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

“凶罗宇宙,思接千古”
[7]
。意境作为艺术审美效应的另一种状态,在艺术

表现和构成方式上与艺术典型有着相似的特征,具有情景交融的表现特

征、虚实相生的结构特征和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 

2.1情景交融的表现特征 

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重要表现方式。清代王夫之说：“情、景名为

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
[8]
《鹭

石图》意境的产生本身就是情景交融的结果,也是艺术家主观的情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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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升华的境相熔铸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统一。八大在对作品景

物的意象描绘中,通常赋予情景诗意性特征,使作为意义外化的物象载体

和媒介代码得到了“气”、“志”、“韵”、“格”、“理”的通体整合。画中情

景交融的意境创造方式依托典型符号的能指规则,构架起一座沟通精神世

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传递出艺术家的哲理情思。这个审美媒介服务于心

灵具象的表现过程恰当的体现在画家如何处理艺术典型和运用笔墨的精

妙性上：焦、重、浓、淡、宿的墨色错落叠加、粗壮秃扁的笔调奇崛泼辣、

形式组织简括奇异,风格氛围总是激动不安,这使得艺术典型和意境在有

限的形象中体现出无限的艺术意蕴,在情景交融中让人领悟到深沉的艺术

内涵。 

2.2虚实相生的结构特征 

虚实相生的意境结构原理中蕴含着一条艺术规律,叫“真境逼而神境

生”。
[9]
想要达到神境,真境就必须得到提炼和设想,有目的性的对生活物

象进行选择、概括和加工。《鹭石图》中“如在目前”的实境表现是画家

对“景”、“形”、“境”的描写,这仅是艺术创作的表层意向。由实境诱发

和开拓的想象空间才是对虚境的延伸和扩展。图中“见于言外”和“不尽

之意”的虚旷审美是八大山人对“情”、“神”、“意”、“道”的体味和领悟,

是他对生命之惑的俯察之感和哲学揣思,代表着画家整个作品意境的品味

和审美境界。正如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10]

。八大以审美的、虚静的视角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观照,带有强烈的

超功利色彩,他把这种审美态度扩大到艺术人生,用它作为思想武器去摆

脱束缚,以求心灵的自由,抚慰在现实中由争斗带来的精神压抑与灵魂苦

闷,求得一种心理平衡来安顿生命。 

2.3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 

意境中蕴含着一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被称为韵味,它包括

“情”、“意”、“趣”、“兴”等多种表现,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的命题

就是追求作品意蕴的写照,复演生命本真的趣味境界。贯穿于《鹭石图》

中的韵味以气和韵为精魄。画面中的气无形可捕,它由形式感本身所显现

出来,蕴含着主体之气和作品内在的气,这个构成整个画面的元气,不仅是

概括艺术本源的范畴,也是概括艺术家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范畴。韵则是有

规律有节奏的运动,是对个性、情调特征的品藻概括。
[11]

在《鹭石图》中,

可指枯老连绵的笔墨韵律,也可指画家“哭之”、“笑之”的精神状态,这一

切韵律都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观有着内在的联系,都追求神、妙的艺

术境界,使画面形象通向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总的来说,《鹭石图》

中明显带有萧冷的韵味和荒寒的格调,枯、瘦、简是其典型特征,整体氛围

在幽冷的气韵中凝结着艺术家深沉的忧愁。这种荒寒萧冷作为中国绘画意

境的代名词,被推为众境之巅,是主体生命意识和审美情调的完美体现,也

是情意水墨向境界水墨的巧妙转化。这样的意境营造是艺术家精心构筑的

生命之冢,用以平息他孤独、苦痛、仇恨的灵魂,表达对现实种种不满的强

烈情感。 

3 《鹭石图》审美特征的本质体现 

3.1内在本质形式的呈现 

能够激起人们审美情感的作品必定建立在内在真实的基础上,其作品

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它要表达的含义就在自身的形式中。英国美学家克

莱夫·贝尔把这种特征称为“有意味的形式”
[12]

创作,把作品看成是自我

丰足的艺术世界。用形式主义批评的美学思想来对照八大的《鹭石图》,

可见画家把表现意味置于荒寒的形式中,凄冷萧淡,阵阵寒气,俯冲性灵,

使人心惊魄动,神游于此,则惊于此。凄冷中的率直、狂放中的细腻和冲突

中的融合贯穿作品始终,处处墨色如天籁,齐发灵动,这样的形式是线条和

墨色以特定方式排列组合起来的关系,是一种有机形式。蕴含的意味则是

纯形式背后表现或潜藏着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感,是不同形式元素组合搭

配形成的暗指意义,是一种精神形式。在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的画家的心声

是对独创性的追求,更是艺术家取韵生命在哲学范畴中的本质精神的体

现。八大精心构造的心灵影像,是荒秽的现实带给他的痛苦的生命体验,

既然生年不永,世道屡迁,生命被裹挟在不能挣脱的牢笼里,那就做精神的

远足,去寻求心灵的安慰。 

3.2生命的形式 

《鹭石图》中的形象以抽象形式表现着画家的审美感情,画家运用符

号直观创造了一个情感王国,称为生命的形式。正如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

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
[13]

。这种创造表现在《鹭

石图》中是艺术家把自身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所具有的生命全部转化为

形式生命。《鹭石图》形象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八大山人的心声就已注入其

中,成为他人生意义事件的载体。画家悲壮的情怀、敏感的神思以及感伤

的格调,倾泻着他对自身命运的焦虑与绝望。种种生命符号形式的创造同

样意味着艺术家的内心有被解读的渴求,渴望生命精神得到寄托和延续,

从而获得自身境遇的完整性和命运共同感。在作品中,他把当下存在的实

际境遇转换成了超越现实的符号生命,完成了主体境遇向生命意义的传递

转换,让形式符号去影射人生,这种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突破了现实世

界中不能逾越的时空界限,使艺术符号获得二重生命力,去构建经典、凝结

瞬间、成就永恒。 

3.3直观的召唤性 

《鹭石图》中的艺术形式具有直观的召唤性特征,艺术家运用高度强

调的笔墨效果和简化了的象征手法处理形象去唤醒纯粹的审美情感。画家

在一片荒凉野寂中留下诸多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成为“一种寻求缺失的连

接的无言邀请”
[14]

,这种精妙的留白手段起到激发、诱导鉴赏者进行创造

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作用,使得作品的整体境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给

人以共鸣情绪的感染效果,这样的共鸣唤醒的是一种直观的物哀意识,是

对人的存在命运的咏叹,是深沉的人生悲歌；也是对一种存在性的现实焦

虑的咏叹,带有强烈的压迫感。图中变形夸张的风格化形象是主体内在精

神和创造力的显现,它们在静止状态中集聚着紧张的力,这种潜在的驱动

力则具有召唤接受主体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的结构机制。画家

通过单纯形式的塑造去不断唤起接受主体既定视域的阅读期待,从而感受

作品中丰富的想象,体验狂猛的情感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4 结语 

《鹭石图》中艺术典型的创造是画家情感与理智在长期实践中的砥砺

和凝练,画家把普遍性的创作母题进行艺术的重构,使独立于形式之外的

高尚活动呈现在情感的目光中,形成了诗意的表现形式。我们站在形式主

义的角度对《鹭石图》作本体论批评,有助于把研究的重心引向对艺术本

质的观照上；把艺术典型和意境作为一种审美态度论和艺术创作论引入他

的绘画中,有助于我们把握其独特的审美特征。总体而言,《鹭石图》审美

特征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精神内核,画家追求真实的生命体验、企图构建

通达艺术真实之外的诗意性的存在形式,并试图通过作品超越自身有限、

摆脱凡俗的束缚去宣泄情感,从而对既定现实秩序进行批判和控诉。我们

通过对《鹭石图》潜藏审美特征的把握进而去获得启发,学会通过创作去

揭示和把握潜在的生活逻辑。当我们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时,要学会

让自身的艺术创作摆脱功利性“用”的束缚,尽量让作品为大众提供一个

高尚的想象的审美空间。同时,我们要学会让作品树立更高的价值尺度去

对抗现实中的平庸和丑陋,去表达说明自身体验；学会从千篇一律的世俗

中解脱出来,让审美经验和创作意图担负起价值追问的使命,去帮助人们

纠正被功利麻木了的流于甜媚的审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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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尝试教育思想符合教育改革的要求,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所有教学活动都该围绕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而开展,在尝试教育前提

下探索提高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性,有助于提高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现代化的质量水平。 

[关键词] 小学数学；尝试教育；核心素养；教学策略 

 

目前,在我国小学数学教学中,主要采用的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传

统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忽略了与学生之间

的互动,学生在整个过程中参与度低,课堂教学的质量较低；尝试教育教学

理念,“请先别告诉我,让我先试一试”将学生当作了教学主体,更加重视

学生个体实际情况(现实起点),教学方法更加合理,可以极大地提高数学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本文将在尝试教育教学理念指导下、结合当前小学数

学课堂教学状况、从三方面来探讨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学生核心素养即

课堂有效性的策略。 

1 尝试教育教学理念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重于物,尝试教育教学理念强调学生比知识更重

要。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曾提到,教育有四大功能：学会做人、学

会共处、学会做事、学会认知,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学的主体不是教

师,也不是教授的基础知识,而是学生,以人为本即将学生的个性、自由、

人格与教学行为良好地结合起来,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一切教学活动都

必须以学生的提高和发展作为教学目的；具体实践尝试教育教学理念包括

三点： 

第一,教学目标以人为本,在中国的传统教学中就很注重对人的尊重,

教师需要为人师表,学生需要尊师重教,做事首先学会做人,尝试教育教学

理念---“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独立完善的人格,

教学的目的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二,教学过程中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教书育人就是尝试教育教学

思想,在教学过程中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启发和培

养学生的个性每名学生的心理状况和悟性等不同,但都有自身的长处和短

处,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作用,教学因人而异,充分挖掘学

生的潜能---充分相信“学生能尝试,尝试能成功”,让每一名学生的长处

都能得到发展。 

第三,尝试教育教学方法,不提倡让学生死记硬背,进行纯粹的简单记

忆,而是侧重于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以自学为主、以练习为主的三个为主原则。这

三个为主和谐的结合有利于创设教与学较完满的结合。这不仅有助于更

好地发挥课堂教学中教师、学生、教材三者之间的整体性结构功能,而

且也有利于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例如,尝试法是以尝试题为中心形成

一个多层次、不断尝试的练习系列。基本训练题对学习的主体(学生)起

着学习的初步定向和激活有关知识的作用；准备题促使主体把新、旧知

识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学习的正迁移作用；第一次尝试题则创

设条件,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有种自我感知,并在自我感知的心理状态

下产生一种自我体验；第二次尝试题因为与例题稍有变化,如果学生再

一次获得成功,那就能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如果学生在第一次尝

试练习中失败了,而在第二次尝试中获得了成功,这可以让他体验到自

己也能成功。 

这种体验将转化为他内在的学习动力和完善自己的自我认知的愿望。

课堂作业及思考题更是体现了学生对自己知识掌握的一种自我反馈及发

展。总之,尝试教学的课堂练习的每一次的练习,是有利于学生自我认知、

自我评价和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的。我认为,这种能力也是21世纪人才的

重要素质之一。 

2 当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现状 

我国目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讲

解数学定理,然后布置作业让学生对定理进行运用,进而掌握定理为主的

数学知识。这样的教学过程往往较为枯燥和无聊,学生的参与度较低,精力

难以集中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导致学习效率低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要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教学的最终目的是

学生掌握知识,所以学生才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所有教学行为都要围绕

学生来施行教师应该多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让学生更多地参与

到学习中来,而不是完全被动地听课接受知识,总的说来,当前小学数学课

堂教学中还存在着些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影响着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质量,

不利于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3 尝试教学理念下提高数学核心素养有效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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