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在油画艺术领域中，象征是油画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同时具有独

特的审美价值，他在不同的时期以绘画作品含义的明确性或含蓄性充当

着艺术家与欣赏者进行情感交流的中介，发挥着自身独特的重要作用。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象征这种艺术表现

手段的特殊审美价值。绘画作品中的象征一方面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

在艺术发展长河中的积淀，另一方面又包含着艺术家对符号性语言的创

造性应用。本文首先对象征与符号的内涵及其在绘画作品中的作用进行

了概括性的界定与总结畜其次对绘画作品作为一种象征物或符号进行了

概说，这对理解象征在绘画艺术领域中何以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能够

被长久的应用有所帮助;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

中的象征与符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与说明:最后则对象征的审美特

征进行了总结。

    本文是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尝试对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象征性绘画作品中的象征因素进行相对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希望通

过这些总结和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作品与古典

艺术尤其是中世纪艺术在题材与表现方法方面的区别与联系，以此加深

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象征性艺术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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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mbolism is an important skill in the field of oil painting and used as a

vehicle for communication with viewer妙its charm .To be a painting code in

Renaissance Italy ,Symbolism is implicit in plenty of painting works .It shows

not only Italian artists talent for the creative use of symbol ,but also a nation

with considerable culture.

    In this thesis, to begin with,I try to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symbol and

mark and give a general summery of the effects of symbolism on painting

works .Moreover, I expound and prove art works is a kind of symbol or mark.

It has great help for understanding how symbol works as 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of art .The third parts of the thesis concretely explain the symbol and

mark of painting in Renaissance Italy through numbers of examples of works.

At last, I sum up the aesthetic characters of symbolism.

    On the basis of former research of symbol and marks, I仰 to make a

relatively systemic and concrete analysis of symbols in painting works in

renaissance Italy. By finish this paper, I hope I could have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art in Renaissance Italy.

KEY WORDS: Painting in Renaissance Italy Symbol, Marks, Aesthetic

Characters, Ima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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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象征主义绘画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视觉艺术领域一场很有影响力的

艺术思潮，象征主义艺术家背弃对现实的直接再现，偏爱对现实的多方面综合，旨在，

通过多义的，但却是强有力的象征来暗示各种思想观念。虽然象征主义绘画提倡的创

作方法与理论在十九世纪末才成为绘画领域更为自觉的创作原则，然而象征作为绘画

艺术的一种艺术表现方法或表现手段在绘画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却始终充当着重

要的角色。象征作为艺术表现手段既体现特定时代、地域、民族的审美倾向与文化内

核又体现了艺术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追求，同时它又是艺术创作主体与艺术接

受者情感、思想交流的中介，在艺术创作与接受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既有神话和宗教题材也有世俗题材，在各类题材的绘

画作品中都经常采用象征手段来传达作品的意义与内涵，笔者认为把握象征这种艺术

表现手段的形态与审美价值将有助于艺术工作者更客观更准确的把握文艺复兴时期

绘画的艺术特征。同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象征这种表现手段的把握和理解。

    仅根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外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象征性绘画的研究著述

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象征性绘画作品的题材和象征形象渊源的研究，二是对具

体绘画作品象征内涵的阐释，三是对象征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的哲学根源的研究。

国内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象征性绘画的研究著述多是对具体绘画作品象征意义

的阐述，也有一些是关于题材来源的研究。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象征性绘画中的象征因素作较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并通过这些整

理和分析揭示象征的审美特征。

一、象征与符号

    在汉语语境中，“象征”一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常用词，它已被广泛的应用于文

学艺术领域。而在西方可以被翻译为象征或符号的词很多，西方学者对象征和符号内

涵及外延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我们不打算介入这些争端，所以对本文所使用的象征与

符号范畴先做一基本界定.《现代汉语词典》中载“象征”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用































结 语

    今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象征性作品的题材与内涵还需要继续探索，作品的整体

意义在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将不断被重新阐释和完善，象征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

有新的变化和表现形式，并且在艺术家与欣赏者进行情感、思想的交流中继续扮演重

要角色.也正是因为象征在艺术创作实践中的这种重要性，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象征不

仅仅是应用于创作中的一种修辞方法或表现技巧，它更是一种审美原则和艺术思维的本

质性方式，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不可或缺的品质，是表露我们隐秘情感的通道，也许正是

基于这种视角，阿恩海姆在其《艺术与视知觉》中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象征的”call

    本文仅根据作者所掌握的材料对文艺复兴时期象征性绘画作品中的象征因素进

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并概括了象征的审美特征，希望以此加深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象

征性绘画的理解。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得到了多位老师的建议与帮助，但由于本人

才学疏浅，文章中的错误与武断之处在所难免，还需要老师和学者们的不断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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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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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诲、辛劳与汗水。在此期间侯老师虽然曾患重病，却依然从未间断对学生的指导

与教诲，甚至带病陪学生进行艺术考察，老师对教学与艺术严谨的态度、对晚辈学子

宽厚慈爱的风范是我以为楷模的标准，也是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感谢老师三年来的

关心、教诲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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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方面给予了我多方面的指导，在此本人表示诚挚的感谢。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也

得到了常存文书记和乌力吉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感谢两位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

间对本人的毕业论文进行指导和审阅。

    最后要感谢我的同学海鹰、陈建军、玉荣、侯也等在学习生活等诸方面给予我兄

长般的帮助，真诚的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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