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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油画写实艺术的精神

作者：忻东旺  来源：杨飞云工作室

  写实首先作为艺术的一种视觉形式是欧洲传统艺术的重要部分，写实的精神理念则

构成欧洲整个艺术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依据。 

  在人类还没有意识到有艺术的时候，我不知道写实的最初感动是否来源于对自然的

摹仿。由于人类在生存现实中对来自自然的不测使他们十分恐惧，尽管人类依靠群体来

维持较强大的生存力量，但面对威猛的野兽他们依然感到怯力。如果我们并不认为拉斯

科原始洞穴壁画中那栩栩如生的动物是为了满足人类模仿自然的视觉审美需要或者是对

虚拟现实迷恋的话，那无疑就是他们为了征服这些动物实施的巫术，他们在岩洞壁上摹

仿野牛和驯鹿等动物的形象并画了它们中箭、受伤，是祈盼在现实捕猎中获胜。为了使

他们自己相信这一切会真的发生，有时他们还画上了熟悉的小河，水中还应该有鱼……

极其朴素的精神理念使他们欣慰，并尝试创造更多生命中需要的。 

  自乔托以来欧洲大量的宗教绘画并不是每件作品都动人心弦，之所以有些作品能够

出类拔萃，伟大之处在于这些画家从心灵深处倾注于他们用绘画所表现的那一信仰。无

论是安吉利柯还是弗朗西斯柯，他们对绘画的关注是因为希望通过最深刻的绘画形式传

达他们灵魂中的追求。这一特点同样适应于理解古代埃及艺术，他们为死者画像或雕刻

并无意识作为艺术品来保存，而是为了寄托死者灵魂的不灭，并以此慰藉世人的心灵。

由此试想人类历史上哪一次被后人视为艺术的惊天动地的伟大工程是以艺术为目的的？

如果说是，那么朴素的心理向往和至上的精神关注则是艺术的天性。艺术的天性是在没

有发明艺术一词之前就存在了，富有灵性的人们会以毕生的精力和极限的创造追溯这一

理想，即使是痛苦的。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还是中国的石窟艺术，都是创造者们的精神

意志与天地共造化。 

  欧洲油画在其自身完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历了从神到人这一精神理念的转变，

极大地丰盈了油画艺术的表现手段：在西班牙托来多古城桑托托梅大教堂里，安·柯列

科的作品那坚实的造型结构和闪烁的明暗与整个教堂建筑装饰是惊人的和谐，使人不得

不确信那迷离的真实。他的画同教堂一起仿佛折射着宇宙的光辉，使朝拜者的精神被彻

底征服。教堂建筑对绘画的影响其空间结构意识成为欧洲油画的表现本能。这种空间结

构并不仅基于科学物理和视觉经验之上，更是沉淀于他们的心理意念之中，精神渗透着

他们的每一寸空间。那高耸的教堂尖顶肯定暗示着与上帝的沟通。每一时代伟大的艺术

家无不受到生活的启迪，创造出无数生动的作品。然而精神的关注和投入始终是艺术家

的灵犀所在。任何一位伟大艺术家的造就都有同时代大批芸芸众生相形，如17世纪的荷

兰绝不乏拥有和伦勃朗一样技艺的画家，但大都拘于荷兰小画派的情境之中，具有神性

的却很少。伦勃朗的精神情怀缔造了不朽的艺术，他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也超越了民

族。 

  如果说我们从提香、丢勒、鲁本斯、伦勃朗的作品中感受到鲜活生命的话，那么，

凡高的画则是用他的每一根神经编织而成。可以说绘画从它产生的时刻就有强烈的精神

目的，并且随着这一目的范围的不断扩展，使得油画技艺和表现手段循序向前推进。

“师法自然”是人类一切艺术完善的源泉，到过欧洲的人都会感受到欧洲人画出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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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不足为奇，无论从色彩到技法，一切都能从生活中感受到。其自然环境和精神理念

决定了欧洲油画的风貌，比如他们对立体的意识是与身俱来的；首先欧洲人长得就很立

体，如果我们东方人和他们站在一起，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东方之所以产生平面的艺术也

绝对是天地造化。再看白种人的肤色我们就会非常自然地理解欧洲油画传统技法中的透

明釉染是多么自然地产生，我想中国画的工笔重彩为了使平面的造型平而不板、平而不

呆所产生的“三矾九染”之法可谓同工异曲。 

  人类对艺术最本质的感觉是一致的，甚至不受文化的局限，这就是人对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艺术产生共鸣的原因。当我们看到欧洲古代甚至一些现代绘画作品的时候，常常

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画和我国古代绘画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

处。这种亲近感受是人类朴素的精神情感，秦兵马俑之所以栩栩如生是因为那每一尊陶

胎都寄托着一个英勇的灵魂。 

  追求精神目标是一切艺术的使命，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新视觉感受的时代，写

实艺术必须牢牢守住精神这根底线，否则将失去文化意义。在我们长期坚持一种教学模

式的美术教育中，“模特”一词在很多人特别是学生的心目中泛起的感受，莫过于为练

习基本功，诸如比例、结构、形体、色彩等等，一系列绘画常识的实验对照物。因此，

对诸多绘画常识已熟练掌握的人，不屑多看模特几眼，便可倒背如流地作画。对于这些

人来说，他们眼前的大活人无异于有颜色的石膏像。且不必说画石膏像还应有更多的精

神关注，就这种无视个体生命价值，无视人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无视社会文化在人精

神中的渗透等等，使写实艺术只拘泥于绘画技巧或只是对于所谓基本功的演练。如果写

实艺术走到这一步算是到了真正的穷途末路了。殊不知最好的技巧是由于抓住了自然的

精神本质才激发出来的，最好的技巧是让人感觉不到技巧。我们都会为丢勒的一幅《野

兔》印象深刻，使我们感受到画中的兔子除了兔子毛骨等生命特征之外，似乎没有别

的，根本让你意识不到画兔子的线和塑造体积的明暗转折，但这一切都化作兔子的生命

特征融入其中，而目前影响我们写实艺术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概念”。靠概念、

靠常识画画是多年来我们美术教育中积淀下的后遗症。当我们看中国古代肖像画时，虽

然那时他们并不懂比例，也不懂结构，更不懂明暗转折，但那种真切感令人怦然心动，

它使你绝对相信人世间肯定有这样一个人活过，仿佛你还认识的。相反我们画着自己身

边的人物，却是如此陌生，反有隔世之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缺少生命关注的概

念所致 

  追求精神目标是一切艺术的使命，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新视觉感受的时代，写

实艺术必须牢牢守住精神这根底线，否则将失去文化意义。在我们长期坚持一种教学模

式的美术教育中，“模特”一词在很多人特别是学生的心目中泛起的感受，莫过于为练

习基本功，诸如比例、结构、形体、色彩等等，一系列绘画常识的实验对照物。因此，

对诸多绘画常识已熟练掌握的人，不屑多看模特几眼，便可倒背如流地作画。对于这些

人来说，他们眼前的大活人无异于有颜色的石膏像。且不必说画石膏像还应有更多的精

神关注，就这种无视个体生命价值，无视人在现实中的生存状态，无视社会文化在人精

神中的渗透等等，使写实艺术只拘泥于绘画技巧或只是对于所谓基本功的演练。如果写

实艺术走到这一步算是到了真正的穷途末路了。殊不知最好的技巧是由于抓住了自然的

精神本质才激发出来的，最好的技巧是让人感觉不到技巧。我们都会为丢勒的一幅《野

兔》印象深刻，使我们感受到画中的兔子除了兔子毛骨等生命特征之外，似乎没有别

的，根本让你意识不到画兔子的线和塑造体积的明暗转折，但这一切都化作兔子的生命

特征融入其中，而目前影响我们写实艺术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便是“概念”。靠概念、

靠常识画画是多年来我们美术教育中积淀下的后遗症。当我们看中国古代肖像画时，虽

然那时他们并不懂比例，也不懂结构，更不懂明暗转折，但那种真切感令人怦然心动，

它使你绝对相信人世间肯定有这样一个人活过，仿佛你还认识的。相反我们画着自己身

边的人物，却是如此陌生，反有隔世之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缺少生命关注的概

念所致。 

   



  对自然、对生命、对精神，中国传统艺术的表达从未有过障碍，然而因为中国文化

精神越来越避世消极，艺术得不到正面的张扬。以至于文人画中吟韵玩味、曲高和寡的

审美情结，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的真切现实。20世纪初民族面临危难，国家急需改制，

西方列强轮机的轰鸣声和枪炮声，使中国的门户被彻底打开，原来供文人雅士们欣赏和

玩味的绘画艺术已无法适应痛切的民族情怀，引进西学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呼声，这便迎

来了中国油画的机缘。但是经过五六十年代国内政治运动的迭起，油画为了适应政治的

需要犹如盘中的水仙藉浮而生，人民的精神情感被沦为政治说教的奴仆，油画的本源并

没有融入人民的真实生活，虽有一定特色但终未见血性，可以说我们是在浮光掠影中游

离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再一次激起中国油画的情缘，但缘自何缘，使多少人迷茫又困

惑。曾几何时，我们的油画成了水中浮萍，什么风吹来都会跟着跑一阵。当人们实在厌

倦了漂流时便静下心来想给自己立块碑，于是乎打造风格、确立江山，形成中国油画前

所未有的多元景象。但当粉墨登场之时却感到我们的表情并不很自然，我们只有拖着沉

重的僵躯，举步维艰。 

  有些时候一旦人们对某种有情感和精神参与的人类行为视作艺术，并加以大肆研究

的时候，艺术本身却正在悄悄消失。话说出来虽有失偏颇，但事实上历史中的学院主义

却正是如此当学院主义忘情地研究艺术的形式以及一切自然规律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也

正是为什么研究形式及自然规律的目的，长此以往触动心灵的东西渐渐消失，变艺术的

目的成为一种单纯的手艺，或者说暂时根本就不需考虑目的，只要练就硬工夫，艺术便

悄然而至。这样积累在人脑海里只是规律的知识，当需艺术出击的时候只有刀枪棍棒全

无精神意志的驾驭，虽存犹亡。虽然体态完整却已灵魂出窍，这绝非耸人听闻之言，我

认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我们的美术教育中。虽然不能以此来评价我们今天的美术

学院，但我们不可否认这种情形的存在。当然概念之劣作并不都是学院造就，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可能产生。 

  对于基础和功力的理解，除了画家对知识和技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敏锐

感受力以及良好的思维素质。感受力是一种理解和认识，它的价值在于把客观现实中的

第一自然转化为艺术作品中的第二自然，第二自然中包含着画家的学养、思想与技术的

发挥，表现出画家的世界观与审美的智慧。 

  感受力的形成来源于一个人的生存经验、知识结构和文化判断以及天分。生存经验

和知识结构是作为艺术家必须的积累和储备，它决定着一个人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类

情感的把握和理解。生存经验任何人都有，但是能升华为一种文化思维素质是艺术家不

可或缺的。一个人的生存经验和知识结构决定着对客观第一自然的探索与感触，那么文

化判断则是对来自第一自然的信息进行价值分析，并做出有意义的选择。至于一个人的

天分是在这一过程中反应的敏锐度和深度。天分是一种客观，它是悟性、是潜能，好比

照相机的镜头，其品质的优劣在于成像的精锐程度。我们最常用的口头语是“感觉”，

它是对潜伏在客观事物表象之下的东西的发觉。“觉”是觉察、顿悟；感觉是一个思维

过程，而感受力则是一种思维能量。 

  综观中国油画，无论是前些年的风格样式潮，还是近期时兴的飘逸挥洒风，并没有

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缺少与艺术的情缘，有隔靴搔痒之憾。如果说我们对没有油画

传统而备感失意，那么我认为缺少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社会的文化判断才是致命的，而精

神的苍白终将导致艺术灵性的枯竭。很多艺术家前辈们为中国油画的精神崛起做出过卓

越的贡献，时代赋予了我们全新的挑战，我想我们只要用心贴近自然、贴近生活、关切

生活、关切生命，中国油画艺术未来的辉煌旧已经开始构建，我们应有更深层的认识，

传统中的知识都备作我们解读生命和接触精神的药方，但如果你还感到力不从心时，那

必须启动你智勇的想象，如果有冲动，你完全不必顾及油画中的儒雅；如果有真情，完

全不必在意语言是否流畅。只有用我们所有的神经触摸生命中的潜在，不为视觉中迷离



的表象所惑，那么通往精神家园的路就在你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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