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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情感与艺术

○张婷婷

摘　要:人们在对符号的意义世界进行归纳后发现 ,符号具有两重性:概念性和表象性 。于是符号被

分为概念符号和表象符号 。概念符号是外指性的 ,它与客观外在的意义世界相对应;而表象

符号则是内指性的 ,它与人类的内在精神世界即心灵情感和想像世界相对应 。艺术符号就是

这样一种表象的符号 。它通过表象与情感的天然生命联系 ,借助于诸如言语 、线条 、色彩 、形

体等表象符号去揭示和唤起人们丰富和奇妙的心灵情感活动 ,从而成为人类交流情感 、传达

思想的有效载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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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许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距离我们大约 120

年前的一个春天的下午 ,世界著名文学家 、当时还只

有10岁的高尔基 ,坐在家中一间堆放杂物的房舍的

屋顶上 ,全神贯注地埋头阅读 。他看的是法国作家福

楼拜的短篇小说《一颗纯朴的心》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

名叫全福的女仆平凡的一生 ,情节十分简单 ,语言非

常朴素 ,却把少年高尔基深深地吸引住了。那一天刚

好是东正教的圣灵降临节 ,长年忙碌辛苦的人们都趁

机尽情作乐 ,城里到处飘动着彩色的衣裙和头巾 ,而

屋顶的高尔基却视而不见 ,他已经完全沉浸到作品之

中了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停了下来 ,他感到惊讶 ,不

明白面前这些平凡的词语被写进小说之后怎么就能

够那样激动人心 ,焕发出那样强烈的艺术魅力 。天真

的高尔基断定 ,这里面肯定蕴藏着不可思议的魔术 ,

于是他打开一页书对着西斜的太阳照了又照 ,他说他

要在这字里行间找出那个能使语言变幻出如此神奇

魔力的精灵来。

面对文学艺术作品 ,我们大都会产生类似的感

受。那些能够由我们的感官所直接感知到的不过是

一些语言文字 、线条色彩 、形体动作 、声音旋律 ,然而 ,

我们从中所领略到的却是天上人间各种各样的境界 ,

其中既有柴科夫斯基对苦难命运的不屈抗争 ,又有罗

丹深邃冷峻的沉思与想像;既有《红楼梦》中宝黛悲欢

离合的“一把心酸泪” ,又有《天鹅湖》中天鹅和王子追

求真挚爱情的欢乐与忧伤。我们会完完全全沉醉于

它们所营造出的艺术世界之中 ,心驰神往 ,流连忘返 。

这就是说 ,在那些词语 、色彩 、线条 、节奏和旋律所构

成的符号世界之中 ,蕴含着一种奇异的魅力无穷的神

秘力量 ,它能够将我们导引进一个个充满瑰丽的想

像 、奇妙的情感 、深微的思想的心灵世界 ,去进行一次

次精神的探险和遨游 。从中 ,我们获得了只有艺术才

能给予我们的感受 ,那种难以言传的灵魂震撼 ,甚至

会是一种心灵的历练与拷问。那么 ,这些词语 、色彩 、

线条等等的物质符号是怎样焕发出那样巨大的艺术

魅力的 ?隐藏在这些物质符号之下的那个神奇的精

灵究竟是什么呢 ?

在这里 ,我们有必要将符号这个术语同另一个术

语“信号”加以区别 。前苏联生物学家巴甫洛夫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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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试验:在狗的食道里导出一根管子 ,以观察狗吃

食物时分泌唾液的反应 。一般来说 ,狗见到肉时 ,马

上就会引起唾液的分泌 ,而单纯听到铃声时却无动于

衷;但是 ,给狗喂食之前 ,先让它听见铃声 ,反复多次

以后 ,即使不给狗喂肉而只让它听到铃声 ,狗同样会

产生唾液的分泌 。在这里 ,铃声和食物之间建立起了

一种反射关系 ,铃声一响 ,对狗来说就是“有东西吃

了” ,这铃声就是一个信号 。用某种声音 、颜色 、动作

和物象等去引起动物的生理反应的活动是一种生物

信号活动 ,而这种引起条件发射的声音 、颜色 、动作和

物象本身就被称之为“信号”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 ,

生物信号活动多不胜举 ,十字路口的红灯表示停止 ,

绿灯表示通行;剧毒农药包装上印着的骷髅头像表示

有毒 ,请使用时小心 ,这些都是信号活动 。这种信号

活动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在十字

路口如果不采用红绿灯 ,而改用喇叭叫喊 ,不仅交通

警累得很 ,光城市噪音就让人受不了。在人类的语言

符号出现以前 ,人们就只会使用信号 ,上古文献所记

的“结绳记事”就只是一些信号 ,而不是语言符号。

那么 ,什么是符号呢 ?符号是客观万物或人的主

观世界的人为的替代物 ,是约定俗成的人工指称物。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应该把

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

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并且人类

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 ,这一点是无可争

辩的” 。能否运用符号进行交流 ,是人和动物最本质

的区别所在 。在用一个事物代表另一个事物的意义

上 ,符号和信号似乎是一样的;但是从这个指称物所

指内涵以及所引起的心灵反应的强烈程度上说 ,符号

与信号的差别又显然是巨大的。首先的一个差别就

是 ,信号活动只能限于固定的时空场合 ,离开了此情

此境 ,信号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红绿灯只在交通十

字路口显示其停止或通过的意义 ,而改换到另一个时

空环境中它们便不再代表这个意义了 ,超越此时此地

的哪怕是一瞬间的意念 ,信号都无法表示。但是符号

则不然 ,符号能够超越时空 ,记录历史 ,将人们在生活

中获得的知识和各种经验 、信息记录下来传给后代。

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联系全靠符号的标识得以实

现 ,人类的历史感或历史意识也是靠符号的记载得以

建立起来的。信号和符号还有一个质的差别:信号往

往是孤立的 ,只在短暂的瞬间对人的感知发生作用 ,

意义相对单一;而符号所引起的人的心理反映则更为

丰富和持久。比如农药瓶上的骷髅头像 ,它就只是告

诉人们 ,此物有毒 ,须小心使用 ,如此而已 。而符号则

不然 ,它的寓意会更加丰富和深广。比如 ,中国古代

哲人们所创造的“太极图”的奥妙图式 ,就展示和寓寄

着人的无穷秘密 ,演绎着世上万物周而复始的生命轮

回 ,其中也包含着人们对生命秘密的奇妙捕捉 ,在此 ,

符号显然比信号包含着更加丰富和耐人寻味的意味 。

还有 ,信号所唤起的往往是人的生理上的反应 ,而符

号则不仅唤起这种生理上的反应同时还更多地唤起

人们心理上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 。比如酸梅这种东

西 ,人们一看到便会产生生理反应 ,口中的唾液分泌

加快 ,这是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发射。而当梅子作为符

号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时 ,它所带来的则是人的心灵世

界的丰富反应。《诗经·扌票有梅》中所描写的满树熟黄

的梅子 ,将人们带入远古时代那个热情欢乐的青年集

会的场景当中 ,这时候的梅子在整体符号系统中 ,再

也不会使人产生流口水的生理反应 ,而是让人感受到

一种活泼 、本真而又成熟的生命力的存在 ,带给读者

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率真轻松的欢快情绪。显然 ,

与符号的功能世界所对应的是一个拥有着丰富意味

的心灵世界 。

人们在对符号的多重意义世界进行归纳之后发

现 ,符号又具有两重性 ,即概念性和表象性 ,于是符号

被分为概念的符号和表象的符号。或者说 ,在同一符

号之下 ,往往蕴含着两个意义世界:概念意义的世界

和表象意义的世界。

概念反映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关系 。正是通过这

个概念 ,人们得到了关于这个事物的科学的认知。而

表象则是某种客观物象在人们脑际的呈示 ,是某种客

观物象在人的心灵世界中显现出来的心象和意象 。

当人们用一个符号来显示表象中呈现出来的物象和

意象的时候 ,人的思想感情便在这里得到了表露。鲁

迅先生在《秋夜》中写道:“在我家的后园 ,可以看见墙

外有两棵树 ,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棵也是枣树 。”这里

的“枣树”就同时是一个概念符号 ,也是一个表象符

号 。作为一个概念符号 , “枣树”出现在植物学著作

中 ,属鼠李科 ,是能长出长圆形红色果实的落叶乔木 ,

多生长于我国的河北 、山东 、河南等地。由上面植物

学中的说明性文字我们了解了“枣树”这个符号的概

念意义。但是 ,我们如果不去追问它的概念意义 ,而

是去联想 ,那么 , “枣树”就会使我们联想到生长在北

方空落落的小院里或光秃秃的山坡上的孤零零的 、寂

寞的树木形象。同时 ,它的结实的 、屈而不挠的树干

也会使我们感受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一种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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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绝望之间奋力抗争的精神状态 。至于“枣树”抽象

的概念意义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从“枣树”

的表象中所感受和体味出来的那种人格化的精神和

情感 。概念要求精确 ,而表象充满情感;概念符号和

表象符号也就拥有了不同的特性:概念符号的意义是

外指的 ,而表象符号的意义则是内指的 。概念符号的

外指性 ,是说它与客观事物的性质的对应性 ,它必须

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而准确的反映 ,它是科学的认知

者所必须采用的方式;而表象符号的内指性 ,则是指

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及人的情感和想像世界的。文

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四个雕塑作品

《晨》、《暮》 、《昼》 、《夜》 ,通过人体的表象符号去表达

当时意大利人的复杂的内心情感 ,其中的《夜》塑造了

一个熟睡的女子的形象 ,面对这个符号 ,如果我们去

寻找它的概念意义 ,结论必然是:这是一个大脑皮层

处于休眠状态的女性 ,但是 ,如果我们透过它去感受

其表象意义的话 ,便会发现一个丰富而奇妙的情感世

界。一个与米开朗琪罗同时期的诗人揭示了它的内

在世界:“睡眠是甜蜜的 ,成为顽石更是幸福 ,只要世

界上还有罪恶和耻辱的时候 ,不见不闻 ,无知无觉于

我是最大的欢乐 ,不要惊醒我 ,啊 !讲得轻些吧。”在

这里 ,表象符号的内指性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位熟睡

的女子 ,这样一个表象符号 ,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

表达是生动的。艺术语言的表象符号 ,正是通过这种

内指性 、这种表情功能 ,去构设各种各样的充满想像

和情感的文学艺术世界 ,去实现艺术家和欣赏者心灵

感应和交流。一个人生活在世上 ,不仅仅需要对生活

进行理性认识和智力把握 ,得到精奥的事理和知识;

还需要有梦 ,有感受和感悟 ,有想像 ,有理想 ,有心灵

情感的交流。如果一个人一生中缺少了艺术 ,缺少了

丰富的想像 ,缺少了感受和感悟 ,缺少了情感 ,缺少了

表象符号 、表情语言所建构起的艺术的世界 ,那将会

多么的乏味 、单调和寂寞 。

表象符号的内指性 ,指向人的内在心灵情感世

界 ,拥有表情功能。这就牵扯到一个象与情的关系问

题。情感是什么 ? 情感是指人面对对象世界的刺激

所发生的一种感性层面的态度反应 ,一种感受和体

验 ,一种由于外物触动了主体的感觉器官而在内心世

界油然生出的难以言传甚至不可言传的感觉和心理

状态 。提到人的情感时 ,很容易使人想起“欢喜” 、“愤

怒” 、“悲哀” 、“快乐” 、“痛苦”等等一些表示感情的概

念词语 ,那么它们是不是就能够将人的感情表达清楚

呢?回答应当说是否定的。因为实际上人类的情感

状态往往是无法用几个表达情感的概念词语所能表

示清楚的。比如 ,当我们抬头静静望着树梢背后的月

亮 ,或者低头不语凝望匆匆流逝的河水 ,或我们闭目

回想起给过我们无限温馨和慈爱的老母 ,此时的情感

是无法用诸如“欢乐” 、“忧伤” 、“痛苦”之类的概念词

语所穷尽的 ,或者说用这些词语说出来的还不及心里

想要说的十分之一 、百分之一。在那些如同巫山云雨

变幻莫测 、人的理智几乎无法捉摸的情感画面和生命

境象面前 ,干巴巴的 、规范化的 、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概念词语总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如果我们勉强使

用一个个概念词语去表达那无限丰富 、变化无穷的情

感状态 ,就必然会略去其中大量的生动鲜活 、饱和着

生命汁液的情感内容 ,就好像是用了一张稀疏的大网

去捕捞 ,捞上来的只能是一些生硬粗糙的东西 ,而大

量的生动丰富的内容却早已在稀疏的网络间流失掉

了 。

那么 ,怎样才能将这丰富而微妙的情感传达给别

人呢? 通过生动的表象活动将你的情感如样地呈露

出来 ,把表象活动全部丰富性有序地展示出来 。

《巴黎圣母院》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那个奇丑无比

的撞钟人卡西莫多从刑场上救出了爱斯美拉达 ,将她

抱进了自己的钟楼 ,而当爱斯美拉达苏醒过来时 ,一

下子看到了卡西莫多那张丑陋古怪的脸 ,吓得高声惊

叫起来 ,这惊叫使卡西莫多万分痛苦。这痛苦 ,一是

为自己的丑陋吓坏了爱斯美拉达 ,二是为自己永远无

法得到爱斯美拉达的爱 ,所以这痛苦中还包含懊恼和

悔恨。那么作者是如何去展示这种复杂的痛苦情感

的呢?作品是这样描写的:卡西莫多一下子跳到门

外 ,像犯了过错一般的惶恐不安 ,接着 ,迅速奔向钟

楼 ,发疯一般向钟楼上攀登 。随后 ,把所有的大钟都

摇荡敲响 ,自己贴在一口最大的钟上 ,用尽浑身的力

量 ,推动巨钟发出了震撼长空的洪亮的钟声。卡西莫

多以他娴熟的撞钟的身姿和大钟发出的交响乐 ,来传

达他对爱斯美拉达深沉的爱 ,发泄自己的懊恼和悔

恨 。以上这一连串行为活动作为一系列的表象符号

构成了其表情的脉络 ,在这里 ,那些具体生动直观的

形象 ,就是感情活动的生命和内容本身 ,正是这些具

体生动的形象 ,把人物心灵里翻滚闪动的情感表达出

来 ,也正是这些表象符号所构成的表情脉络 ,使人们

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人物所经历着的情感。离开了这

些表象符号 ,情感无法得以表达;而使这些表象符号

得以生成的 ,又正是这种汹涌澎湃的情感力量的内在

推动。所以说情感与表象是互为内容的 ,情感是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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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 ,情感是闪动的图像。

正是由于表象符号与人类情感的这种互为生命

的关系 ,使得艺术得以运用表象符号去传达艺术家的

情感 ,并使读者观众受到强烈的情感的感染。俄国大

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说:“艺术就是将艺

术家自己曾经体验过的情感再一次唤起 ,并用它去激

发读者的相应的情感 。”他认为艺术是情感的传染 ,艺

术是人类交流情感的工具。在艺术实现人类情感交

流的过程中 ,表象符号是根本的桥梁和途径。英国美

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在他的《艺术》一书中

说 ,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 。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唤

起人们强烈的情感 ,就在于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

是一种包含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内涵的表象符号。贝

尔认为 ,艺术(他主要是指绘画)能通过线条和色彩揭

示或唤起一种有趣而又复杂的心理状态 ,人的生命情

感意味就蕴含在这线条和色彩所构成的符号世界之

中。八大山人的《荷花水鸟图》中的荒石 、水鸟 、荷花 、

荷叶等表象符号 , 就是构成这幅画的“有意味的形

式” 。荒石表现出一种孤单和冷落感 ,那天空则让人

感到苍白而又空阔 ,甚至还有一股逼人的寒气;而蜷

缩在荒石上的水鸟仿佛是在寒冷和孤单的压迫下颤

栗昏睡 ,或者是沉思 ,或许它更像一个老僧坐定 ,陷于

无思无虑的超脱人世的精神状态 。至于那荷茎 、荷

叶 、荷花却另有一种韵味 。荷茎具有一种无限上升的

力度;荷叶充满一股跃动的气势;荷花却显得皎洁而

清润。在这幅画的各个表象符号之中所蕴含的正是

丰富的心理状态或者说是情感世界 ,也就是贝尔所说

的形式中的“意味” 。让人感受到其中所表达的那种

独特的孤傲 、淡漠 、理解的性格 ,愤世嫉俗的心境以及

对自然执着的爱 。这就是这幅画的表象符号所构成

的审美形式所蕴含的意味。艺术作品就是这样通过

表象符号所构成的审美形式去表达情感 ,并唤起欣赏

者的情感体验的 。

表象符号之所以与人类情感拥有互为生命的关

系 ,能够成为人类感情的外在符号 ,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 ,就是人类的情感总是发生于具体的生存情形当

中 ,总是与特定的事物表象相联系 。所以当艺术家将

情感得以产生的情形和事物表象清晰地展示出来时 ,

也就把这种情感展示出来了。

西方现代格式塔心理学把这种表象与人的情感

的统一性关系解释为情形同构 ,即所谓的“同构论原

理” 。认为艺术中的表象符号(包括线条 、色彩 、音响)

与人的情感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力的结构的同形关

系 、异质同构关系 。有许多自然物和艺术家所创造的

表象符号都是以力的式样存在的 ,而人的情感也同样

是以力的式样存在着的。每当外部事物或艺术符号

所体现的力的式样和与艺术家的情感所具有的力的

式样达到了异质同构时 ,艺术作品便产生了。格式塔

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阿恩海姆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

感受 ,往往就表现为一种力的感受 ,比如人们看到圆

形时 ,所直接感受到的是各个方向的力达到的一种平

衡状态 ,人们在看到火焰时也不会去记录它的那种不

规则形态 ,而是看到它的灵活多变的优美的运动 ,人

对事物的感受是一种力的感受 ,而人的情感是什么

呢 ?人的情感是人对外物的感受所引起的心理冲动 ,

所以它也必然具有一种力的式样 。当艺术家情感的

力的式样与事物的表象的力的形态式样相同构时 ,艺

术作品的符号世界便会形成 。这一点在舞蹈中表现

得最为明显 。舞蹈中演员的身体动作 ,外在的看是骨

骼和肌肉的运动 ,屈伸和旋转 、上举和下垂 、前进和后

退 ,这种运动的力的形式本身便与人的情感运动的形

式异质同构 。舞蹈就是通过形体的不同的力的运动

去表达情感的力的形式 ,从而让观众在演员优美的舞

姿的变化中感受到人物情感的发展历程 。舞剧《天鹅

湖》有一个场面:王子打猎来到密林中的湖畔 ,发现高

空中有一只天鹅在飞翔 ,当他拉弓欲射时 ,忽见天鹅

变成了美丽的奥杰塔公主 ,感到十分的惊讶。奥杰塔

向王子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王子由同情逐渐萌生

了纯洁的爱 。编导列夫·伊凡诺夫为这段情节精心编

排了一段慢板双人舞 ,清晰细腻地表现出奥杰塔心理

情感的变化过程 。先是用“猫步” 、“脚尖小碎步” ,去

表现奥杰塔的恐惧 、提防 、抵御 、欲脱身而去;而后又

选取了热情舒缓的“阿拉贝斯克舞” ,表现奥杰塔逐渐

变为信任 、宽慰 、萌发爱情 ,直至完全信赖地把自身和

女友的命运托付给王子。后来奥杰塔沮丧地将王子

背叛誓言的情况告诉了女友们 ,众天鹅一起跳了一段

悲愤交加 、如泣如诉的舞蹈 ,节奏和动作又与前面迥

然不同 。编导在这里之所以能将内在情感变成直观

的形象特征 ,就在于运用了形体作为一种力的式样与

人物内心情感的力的式样的同构性原理。一种形体

动作可以看作是一个表象符号 ,艺术家在各个不同的

表象符号的有机关联当中使人物的内在情感系统得

以呈现 ,将人物情感的发展变化的历程描述出来。

当代著名美国符号学美学家苏珊·朗格接受了这

种情形同构的理论 ,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她认

为:艺术不仅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而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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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命的基本形式同物对应 ,说到底 ,艺术是人类

生命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苏珊·朗格说:“如果要想使

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激发起人们的美感 ,它就必须

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也就是说 ,它就必须成为一

个生命活动的投影 ,成为一种与生命的基本形式相类

似的逻辑形式。”这就是说人们在艺术品的符号系统

中 ,能够感受到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和诱人的情

感魅力。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和情感形式。

我们在欣赏音乐作品时 ,在许多情况下 ,并不理解音

乐所要表达的内涵 ,但是也会被它的美妙的旋律所吸

引和陶醉 ,这也正是因为声音的旋律应合了人的生命

的律动 ,其节奏的轻重缓急与生命的内在节奏感相对

应 ,因而唤起了心灵的共振。比如 ,听《梁祝》小提琴

协奏曲 ,或者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就会出现这种

情形 。在绘画中 ,线条和色彩都拥有着与人类生命形

式的对应性 ,绘画中线条有长短 、疏密 、粗细 、曲直 、刚

柔等等的变化 ,这种变化形成了线条运动的节奏和韵

律。而这种节奏和韵律又是和人的生命有着同构对

应的关系的 。法国印象派画家西涅克说:“表现宁静

之感一般使用平卧线 ,表现欢乐易用上升的线 ,表现

抑郁易用下降的线 ,介于三者之间的线将产生无限变

化的感觉。”伍蠡甫在谈中国画时也讲到线条和生命

情感的对应关系 ,他说:“披麻皴由若干相当平行的线

所组成 ,它们的运动舒缓 ,延绵层叠 ,疏密相间 ,给人

以宁静 、和谐 、淡远之感。而斧劈皴由粗壮的短线所

组成 ,它们的运动迅急 ,其砍 、斫 、削 、刮 ,往往锋利逼

人 ,唤起激越 、兴奋 、不息之感 。”正是因为线条和生命

的节奏 、情感的韵律相对应 ,所以绘画中的线条也就

富有了情感和生命意味。绘画中的色彩是具有强烈

的感性魅力的。俄国的康定斯基认为每一种色彩都

是一首独立优美的歌曲 ,令人心醉神迷 。而这种魅力

也是来自它与人类的生命情感相对应的同构关系。

每一种色彩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情感意味 ,比如红色使

人感到热烈 ,绿色显得而有生气 ,蓝色具有深沉感 ,黄

色令人欢快 ,紫色给人以冷峭之感 。色彩与情感意味

的这种同构对应的关系 ,决定了色彩能够成为一种表

象符号 ,产生很强的感性魅力 。而舞蹈当中的动作和

姿态本身就是有生命的运动的人体 ,所以它更直接地

展示着生命的韵律。闻一多说:舞蹈乃是生命情调的

最直接 、最强烈 、最单纯而又最充分的表现。所以说

舞蹈是长于抒情的 ,那种人体动作和姿态的有节奏的

抑扬顿挫 、起伏变化 ,无不洋溢着生命的情调 ,充满了

生命的活力 。

作为人类生命形式而存在的艺术符号还拥有生

命形式所必须具备的有机整合性 ,艺术的符号是不可

分割的生命符号 ,这个整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在与其它

部分联系当中共同表达作者的精神情感的。拉斐尔

的名画《西斯廷圣母》 ,就是这样一件艺术品 ,在画面

的中央圣母怀抱着圣婴 ,徐徐从天而降 ,它们的周围

还有教皇 、女圣徒和两个小天使 。它们都是有意味的

表象符号 ,而它们又都作为整个艺术品的组成部分而

存在 ,相互关联相互呼应 。圣母和圣婴从天而降 ,给

苦难的人间带来光明和希望 ,这恰恰体现了人民普遍

的感情和愿望;教皇以一种神圣而激动的心情仰慕着

来到人间的圣母和圣婴;女圣徒在圣母和圣婴面前 ,

表现了她的恭顺和景仰 ,两位小天使仰首凝视着圣母

圣婴 ,天真地祈祷能给它们带来幸福和温暖。圣母在

教皇 、女圣徒 、小天使的映衬下显得既崇高又亲切 ,既

是从天而降的神 ,又是来到人间的母亲。天上人间融

为一体 ,完美地组合成为一个艺术品的整体 ,而艺术

家的情感和生命意味就蕴含在这个符号形式的整体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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