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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油画“书写式”

作者：朱旗  来源：艺术百家

摘 要：文章阐述二十世纪西方“书写式”油画的起源与发展，通过西方油画与东方书

法相结合的多种表现形式及特征，分析中国“书写式”油画的文化底蕴与现状，展现中

国油画表现语言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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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书写式”来自于西方表现主义，是西方现代绘画追求相似东方书法艺术理念

的绘画表现形式。东方书法为现代主义画家提供了多样而深刻的艺术启迪，他们一反常

态，将油画空间结构的元素逐渐转化为线条式、意象式的表达，拓展了油画的表现语

言。他们发现了东方书法，并效仿书法。他们或以书法中的宗教精神为效仿点，或以书

法中的象形文字为效仿点；或以书法中的线条意识为效仿点，或以书法中的黑白分割为

效仿点。由于他们的效仿点，加上创造性之转化，使西方油画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画种—

—“书写式”油画。  

  美国美术理论家多尔·阿什顿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草书式和线条式绘画的发

展，是从高更到马蒂斯，到自动式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再从目前的线条表现派画家的自

然发展。”一方面高更、马蒂斯受到东方书法艺术的启迪，开始主张“以形写心”“物

我两忘”的观念；另一方面，东方书法艺术极大地促进了“书法派”“西方抽象主义画

家的创造与发展。这些代表画家有德国的保罗·克利，法国的亨利·米寿，西班牙的若

安·米罗，美同的马克·托贝，德库宁，弗朗兹·克兰，杰克逊·波洛克，以及法籍华

人赵无极等人。这些画家背离西方油画的传统，向往东方经典艺术的书法，并在创作实

践中师从书法精神。  

  在西方现代美术产生之前，西方传统绘画中的线条可以说是“客观化”、“科学

化”的线条，而在现代绘画中的线条则倾向于“主观化”、“意向化”，更具书写表现

性特色。高更首先在思想上摈弃了传统油画的“镜像”，主张艺术家要对外界事物给予

综合、概括、提炼和抽象表现，并且注入象征的寓意，在摘象与具象中找到了契合点。

在表现手法上，他曾受到东方绘画，尤其是日本版画的影响。他大胆用粗黑线条来勾画

轮廓，着色时采用大块纯色平涂，放松对空间感的追求。他往往先从自然中取得各种印

象，然后注入主观因素，并常用幻想性的内容充实画面，如宗教神秘色彩。他的绘画理

论和绘画方法给绘画创作带来极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他用线条与色彩“书写”出精神

空间的人与自然，在他的线条中也流动着他对生命本体的真诚。尽管他的色彩是装饰性

的，但他的线条是表现性的，“书写性”的。  

  马蒂斯用“书写式”的线条追求平衡、纯粹与宁静的艺术。与高更相比他的油画书

写式更强，在他的作品中线条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蒂斯主要在研究自然与欧洲艺

术基础上，确立自己的艺术观与表现方法。但他还是从欧洲以外的艺术中吸取营养，尤

其是东方的艺术更给了他不少的启示与鼓舞。马蒂斯特别欣赏那种“以形写心，物我同

一”的观念。他指出“创作——就是反映你自己感受的东西，一切真正创造性的艺术是

在人的心灵深处完成的……。”马蒂斯在他的绘画中发展了“写心”、“写意”的艺术

 热点文章

何家英的女儿国 

龚文桢的工笔花鸟画艺术 

浅谈美术的风格与流派 

再论中国画论的人文精神 

论石涛画学思想中的法概念 

漫谈工笔画中的写意性 

绘画艺术欣赏知识 

白石老人画虾风格初探 

意笔人物画发展略论 

从《四季图》看齐白石的艺术.. 

 推荐文章

中国画创作主体论 

从宋代院体花鸟画看传统中国.. 

画可以兴——论中国花鸟画图.. 

审美的文化眼光——陈醉绘画.. 

论油画写实艺术的精神 

吴冠中绘画风格与技法 

论石涛画学思想中的法概念 

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疑难.. 



观念与手法，与先驱者一起把一种新的绘画概念引进了欧洲画坛，为二十世纪的油画开

拓了一条新的道路。  

  从高更到马蒂斯等具象“书写式”油画的演变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1、绘画理

念发生根本转变，不追求光与影及比例的形似而转入画家主观感受，把线条美的表达放

在首位。2、找到了具象与抽象的契合点，把感情与感受作为物我统一，将思想感情溶于

每一根线，每一块笔触与色彩。3、吸收外来艺术，融合东方以及其他民族的艺术，拓宽

了油画表现语言。  

  与之相比，抽象“书写式”油画的主观特征则更加明显：1、以禅宗的观点创造空

间、时间，用线与面表现自己的理念与意境。2、背离对象，背离传统，创造极端富有个

性的“手书”趣味的图象与符号。3、以线与笔触作为绘画的主题，以寄托画家的理想、

情绪，体现时代气息。  

  英国美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指出：“艺术家的笔法是他的个性和特质的主要线

索。这个信条是曾经秩序井然的鉴定基础……”。“费内洛沙和其他的东方艺术研究者

曾经注意到中国和日本高度的美学价值：“现在之所以称赞雪舟这样的艺术家和他的泼

墨技巧，无疑是现代艺术家发现了类似的技巧。但是整个东方艺术的影响，则要树立一

种对于艺术作品中抽象性质的欣赏能力。”当代美国抽象画家仍在同西方传统油画作斗

争。无论他们是否想逃避这些传统，在许多当代油画中，体现出来的“手书”意味或表

情符号，展现了一个象征而非符号本身的探索过程。  

  “书写式”油画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运动的扩展与苦心经营，它与

东方书法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托贝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人物，也是较早

运用东方文化观念的“书写式”油画大师。1923年，他开始学习中国的毛笔绘画，1934

年开始研究中国佛教的禅宗，被一种深奥的内在的强制力所吸引，成为带强烈宗教色彩

的抽象表现派；虽然托贝已经逐渐认识到了立体主义、抽象主义和梦幻主义，但却以他

的宗教信仰为依据完成他的抽象表现。他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东方绘画的“意境”，而且

也涉及到对于空间与太虚意义的信仰，是“东方精神”的“书写式”油画。托贝发现在

东方文化中可以“书写”出自己的情感，因而他便把线条用作表达自己连续性观念的载

体。而在他著名的《白色书写》绘画作品中，托贝以流动的节奏韵律，一层又一层刷出

精美的线条，体现出一种气韵感生动的流动感。  

  米罗在他《烧焦了的画面》等作品中，符号的活力、诗的精髓已经脱去物质性而深

藏画面之中，造成某种“虚无”绘画显示出与东方哲学教义的惊人相似，这些或许因他

访问日本并对俳句诗体和书法有所领悟而得以体现。米罗宽大的笔触，闪电般地在画面

上猛烈推进，创作出各自相去甚远的即兴之作，这种手法的表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禅宗

书法。  

  德库宁作为一位抽象表现主义创始人。他的“书写式”绘画主要体现在他的女人系

列画。他运用粗重而猛烈又灵活的线条与笔触在画面中表现出一般歇斯底里的疯狂之

气，充满了热情与力量，创造了人物形象与背景融合混杂的空间，人体在画面中只作为

一种暗示，而笔触与线条几乎成为他的艺术主题，使人感受到与联想到书写时的那种淋

漓痛快与一气呵成，使人领略到了线的时空与境界。  

  克兰的抽象表现主义则与托贝明显不同，他与德库宁以及波洛克比较相象，强调的

是自动书写与自由动作的重要性。克兰的书写式抽象美与波洛克如同一辄，都是下意识

的。画面上出现类似我国书法的汉字偏旁与局部笔法，然后加以放大，将这些笔迹粗实

的书法式图形以黑白分明的对比强烈地显示出来，尽管他这种书写式抽象作品无法证明

直接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但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既看到了“美国精神”，又看到



 

了“东方书法精神”。他用黑色笔迹在画布上舞文弄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气

势磅薄的形象，时而似营造一个建筑物，时而似中国的象形文字。克兰的抽象绘画中是

最典型的“书写式”油画。  

  罗伯特·马瑟韦尔的“书写式”油画，其作品有类似中国书法的趣味与自动主义的

色彩，他喜欢用黑色来作画，将黑色与艳丽的红、黄、蓝色彩安排在同一画面，形成鲜

明对比。马瑟韦尔强调偶然因素在创作中的作用。并试图将有意识的手法与无意识的手

法结合起来，这这种观念非常与中国的写意画相象。他说：“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是属于

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艺术。我的艺术是溶化与二者合成风格，但作为独立完整的艺

术，又不同与任何一种。”马瑟韦尔的画淋漓酣畅，大笔挥写，气势磅礴，使人感到中

国行书的痛快。从他的系列画《西班牙共和国挽歌》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他“书写”的

心态与完美。  

  中国油画家对“书写式”有着一种天分，因为中国画家有着“书画同源”、“书画

同体”的文化渊源与背景。一般而言，人们认为中国画抽象性较强，而且也能直接与书

法的抽象美相互渗透。许多古今中外有识之士早就指出过，如宗白华认为：“书境同与

画境”，这表明中国书画不只是形式笔墨工具材料上有共同通性，而且在思维的深层内

蕴上已有根本的默契。  

  吴冠中先生的绘画最能集中反映本世纪中国绘画艺术面貌的各种特点，即东西方艺

术的汇合及杂交。吴冠中先生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是当代中国画家的代表人物，诚然他

在“书写式”油画方面也是一个典范。中国绘画如何保持传统，又把中西文化融会贯

通，正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们面对的大课题。吴冠中在油画与水墨之间自如地活动，

我们看到一些国画近作中，吴先生最得意之处是成功地运用了一些于油画是不可能的技

法。这正是他最为人们欣赏的个人风格；古柏、石林或长城蜿蜓伸展、流动，全看那支

中国毛笔向无尽处挥洒；线条，象“春蚕吐丝”，唯有中国毛笔能够做到。它的构造宛

如一个蓄池，墨汁从蓄池中流出，再从富有弹性的笔尖上一丝地释放出来。油画的刷笔

质硬，不灵活，加上油画颜料的粘稠性不能做出这种流畅的效果。（只有风格与吴冠中

相仿的杰克逊·波格克所用的点苔技法是个例外，而尽管中国早在十八世纪已出现了点

苔与泼墨．这技法的成就仍未被中国式介质认同。）  

  在将两种绘画介质，两种传统，两种风格的结合上，吴冠中比同时代的人前进了许

多：在吴氏的油画中，他找到了与中国画用笔相模仿的技法，在大片“泼彩”上作幼细

的线条勾勒；讲究气韵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水墨传统，《渔之乐》是成功一例。相

反，在他的中国画近作中，吴氏发挥了用笔与“泼墨”的能量造成了类似后期印象派的

平板，概括而不抽象的效果。将吴氏八五年的油画《水乡周庄》作比较，可以看到绘画

介质的差异已缩减到无关大局的程度。  

  还有另一类画家，如身居海外的中国大师王季适，他们在油画上的实践已影响了他

们对色彩的运用或也将毛笔用在油画上。又如身居法国的油画大师赵无极，他在创作思

想与创作方法上，则完全体现了中国书画传统意义，同时又与西方“书写式”油画如出

一辙。从这个意义讲吴冠中、赵无极、王季迁他们是中国画家的“书写式”油画的开拓

者。  

  中国油画表现主义倾向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而八十年代的中国“书写式”油画还

是被动模仿时期，这显然受到了美国“书写式”油画与中国传统书法的影响。直至九十

年代开始倡导本土意识与民族自信心，“书写式”油画走向了多元化。以贾涤非为代表

的具象“书写式”油画着重线、色与张力的表现，使得在吸取中国面大面积墨色渲染的

艺术手法时仍保持着色彩凝重的油画风貌；王怀庆以中国古典家具为题材的黑白油画，

木质上已属于抽象“书写式”油画艺术的典型，作者从西方抽象构成和中国书法的对撞

   



中发现了自己的创作契机，借助祖传家私实现了他的构成，使人产生不确定的喻指联

想。这种民族性很强的黑白油画不仅吻合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而且一度成为许多中国

油画家追求的形式。周春芽无论从他的“宠物”或“树根”的作品中，总是借题发挥表

现出那种书写感觉，将自身的观念通过黑色线条的“枯笔”与“气韵”传达出来；致力

于“书写式”油画研究的表现派画家还有赵开坤、叶永青等表现派画家等。  

  具有“书写式”倾向的中国当代油画理论基础，是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和中国古代

禅宗美学，同时将中国的书法与中国画理念揉进了油画语言，形成了新的表现主义主

张——中国“书写式”油画。这种主张主要体现在人本性、情感化和自由感三大方面。

人本性即是艺术家在自然中的主观显现。重视艺术家的心理本能与精神状态，反对客观

生活再现，强调艺术家的想象与艺术家的心理因素的纯化。所谓情感化，即以艺术家主

体心灵世界与情感世界为营造艺术的核心，情感化是纯化精神的观照，是审美主体性情

感客观物象的主观移入与投射，它以心灵的内在冲动为源泉，注重心理现实的主观化营

造生命张力的奔泻。所谓自由感，是指艺术家的感性从理性的统治和压抑中获得解放，

追求形象的内在神似与气韵生动，它不受严禁的造型规律的限制，营造一种异变的生气

贯注的主观心象，体现出一种以线与笔触为语言驰骋奔放、酣畅淋漓的艺术风格。  

  中国油画“书写式”倾向关注人的本质与价值，重视人的精神信仰与人性尊严，是

中国油画的一条出路，中国油画“书写式”必将超过西方“书写式”油画的发展。原因

其一，中国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本源。林语堂先生曾在50年代指出：“中国书法作为中国

美学的基础，其中的全部含义在研究中国绘画和建筑时进一步看到。在中国的绘画线条

和构思上，在中国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我们将可以分别出那些从中国书法发展起来的

原则。正是这些陨落、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

绘画、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考察大量古代绘画遗迹，人所共知

的一个事实：中国画的线条意识与线条表现是举世难匹的。而中国书法，恰恰是线条化

的独特艺术，他与中国绘画并生中国，自有不一般的文化渊源。这种“主观化”、“意

象化”的线条美，在中国已世代相传数千年，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笔艺术文化宝贵财富因

而中国人不仅具备掌握书法线条功力的优势，而且具备掌握线条境象表现的优势。这种

把书法抽象艺术运用到西方现代油画中，理应是中国人的得天独厚。“书写式”油画特

别与中国人有共鸣与默契，它有利于油画本体语言的纯化，易于保持一种真诚的艺术心

态，从而在纯艺术领域尽情发挥。  

  其二，中国是最早将书法结合于绘画之中，并建立了“书画同源”的理念。黄宾虹

在《同画通沦·说艺术》中说：“画法即书法，习者不究书法，终不能明画法。”中国

当代人完全具有对书法艺术精神深入领悟的优势，回顾中国绘画中，书法与中国画不仅

体现在文人画的形式里，而且书法在建构和创造中国画的历史流程里确实是举足轻重。

中国人对于驾御“书写式”绘画的语言与形式已经很有相当长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并在

笔墨与意境等方面取得了相当优秀的成就。  

  其三，从85美术新潮开始，虽然人们自觉与不自觉地进行“书写式”油画的实践与

尝试，有一批较成功的油画家坚持探索，积蓄了一定的创作经验；但“书写式”油画在

中国作为一种流派还未形成气候与达到高潮，许多画家的观念与实践还处于尝试与摸索

阶段。缺少大师级的画家与作品，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油画表现派的变形、虚构、象征语言越来越走向成熟。可

以说，从东西方“书写式”油画表现性来看，在作品的意韵上更加注重观念与文化感，

作品的语言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融合与重组，出现了“奇异、陌生”。这正是它

的艺术生命力所在，我们坚信，随着东方文化的复兴和东方艺术的崛起，中国具有“书

写式”表现主义倾向的油画必将在世界美术史中留下灿烂的一页。 



  （苏州教育学院美术系，江苏 苏州 215002） 

共有 1 条评论 〖发表评论〗 〖到论坛讨论〗

 相关链接

·中国画创作主体论（作者：丁厚祥） 

·碑学与近代中国画——兼论黄宾虹的“中国画道咸中兴”说（作者：罗勇来） 

·吴作人的油画造诣及其风格变迁（作者：艾中信）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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