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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发展史话：油画——真实人生的体现

作者：佚名  来源：拙风文化网

什么是油画 

  油画是西方绘画最重要的画种之一。采用油画颜料绘制作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

纪，到15世纪才开始被广泛使用，16世纪中叶以后，油画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 

  据记载，在油画被发明之前是采用一种叫作“丹培拉”的技法作画，由于这种方法

不能满足画家的艺术表现和技法上的要求，于是画家们便开始不断探索，寻求新的表现

材料和技法。15世纪佛兰德斯画家凡·爱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这种用易于干

涸的油彩混合颜料绘画的方法。因此他被称为油画的创始人，但比较合理的说法则是凡

·爱克把油画这种艺术形式发展得更加完美了。 

  油画是用亚麻仁油或核桃油、罂粟油等一些快干油及经过处理的玛蒂树脂或达玛树

脂等，调合各种颜色粉制成油画颜料和媒介剂在亚麻布、木板或厚纸板上作画的一种绘

画形式。其特点是操作自由，有广泛的可变效果，颜色遮盖力较强，能较充分地表现出

物体的真实感和丰富的色彩效果。500多年来，油画这一绘画形式一直被画家们所青睐，

并受到欣赏者们的喜爱。 

油画的鉴赏 

  我们在欣赏一幅油画作品时，主要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两方面来鉴赏。任

何作品都靠视觉形象来反映一定的思想内容。人们通过对这些形象的观赏进行一种精神

活动。这种精神活动，一方面是作品所塑造的形象，把观赏者带到了画家所反映的一个

艺术境界之中，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产生审美作用。另一方面是观赏者又根据自己

的生活体验来认识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从这一点上看，对一幅作品的理解，不同人所

理解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它同观赏者的素质条件相联系。优秀作品所传达的思想内容，

起到了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关于艺术技巧上的鉴赏，要有对油画语言的认识和了解。油画的材料本身具有区别

于水墨画版画、水彩的特点。这种材料之美是油画的一大特性。技巧高超的作品体现在

画家掌握了材料的特性熟练运用材料和工具来塑造形象。画面反映出了整体和局部的和

谐关系，丰富和统一的对立关系。 

油画在中国的影响 

  油画从西方传入中国已有400余年的历史，据载最早的油画是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

国，有的传教士还被聘为宫廷画师。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来中国时

就带来了油画材料绘制的天主和圣母像，这大概就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油画了。 

  中国人以油画作为绘画语言，还只是近一百年的事。1887年我国画家李铁夫最早赴

西方学习油画，之后陆续又有一批人到欧洲求学，成为中国油画的开创者。他们有陈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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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文梁、徐悲鸿、王悦之、潘玉良、林凤眠、关良、司徒乔、吕斯百、余本、常书

鸿、胡善余等。20～30年代中一批艺术家从海外学成归来，开办美术院校、组织学术团

体，这是中国油画初步发展的阶段。50～60年代，前苏联油画家们来华讲学，一批国内

画家又分赴前苏联、东欧学习，使中国油画又有了较大的发展。70年代以来中国油画进

入全面发展时期，油画艺术的创作实力得到充分的展示，中国油画开始自立于世界油画

艺术之林。 

  目前中国的美术学院及众多的艺术院校均开设有油画专业。全国性的油画艺术组织

有中国油画艺术委员会、中国油画学会。还有专门的油画艺术期刊《中国油画》等。专

项的油画作品展有：中国油画届展、中国油画年展及各种单项题材的油画作品展。这些

方面内容的发展，对中国油画事业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西方油画的发展及风格流派 

新古典主义油画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取代了罗马艺术而占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法

国成为西方文化艺术的中心和西方近代美术主要流派的发源地，一些重要画家均在法国

产生，法国的艺术发展成为欧洲艺术的主流。 

  古典主义艺术从广义上讲，是指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典范，并加以推崇、摹仿的艺

术。在欧洲艺术史上曾出现过几次“复兴”古代艺术的艺术思潮。第一次是文艺复兴，

第二次则是在17世纪的法国，以普桑为代表的学院派美术及其美术思潮，被特指为“古

典主义”美术。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流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思潮则被称为新古典主

义。 

  新古典主义的绘画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资产阶级推崇古典风格，推行古希

腊、罗马的艺术语言、样式、题材、风格，是为其达到喻古讽今的目的。由于与法国大

革命的密切关系，赋予了古典主义以新的内容，使得许多艺术家能够突破古典主义的程

式束缚，创造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因而新古典主义又常被称为“革命的古典主

义”。 

  新古典主义绘画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崇尚古风、理性和自

然，其特征是选择严肃的题材；注重塑造性与完整性；强调理性而忽略感性；强调素描

而忽视色彩。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是路易·达维特和安格尔。 

  路易·达维特（1748～1825）不仅是法国杰出的画家，而且还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

社会活动家。达维特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岁时父亲去逝，由叔父抚养。

从小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后进入皇家美术学院接受教育。曾去意大利游学，在那里

深受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作品的影响，并认为文艺复兴的美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早期的

达维特作品严格遵守着学院派的制作法则，而且保留着罗可可风格的痕迹，但由于在意

大利学习期间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开始转向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创作。他常常选

择古希腊、罗马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故事为题材进行作品的创作。在形象塑造上，以古代

雕塑为范本，力求表现人物的共性，构图上力求严谨、均衡，对素描的追求超过了对色

彩的注重。在形式上，力图用古典的法则来“改造”实际生活中的物象，表现一种静穆

而严峻的美。达维特的代表作品有《荷拉斯兄弟的宣誓》《马拉之死》等。 

  安格尔（1780～1867）是法国古典主义、学院派的重要画家，是达维特的学生和追

随者。安格尔1780年生于蒙托邦，父亲是位室内装饰家。他曾在图卢兹美术学院学习，

1797年来到巴黎进入达维特的画室学习。安格尔在学习上非常勤奋，在还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了。他在达维特的画室里深受“理想美”信条的熏陶，把自己称



为拉斐尔和古典艺术的热情崇拜者，并声称他所创作的作品是对实物的精确反映，只是

在必要之处，依据古典艺术的准则加工了一下。安格尔以准确娴熟的写实技巧和典雅的

画风著称。他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并能加以适当的主观处理。在人体

和肖像画中多把体态线条做了变形，形成有节奏的曲线，加强流动感，他自始至终地追

求着理想化的美。 

  安格尔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可以说他是在肖像画中取得了最大和最应该受到承

认的地位。著名的作品有《圣玛丽夫人肖像》《里维耶夫人肖像》及《泉》。 

  新古典主义艺术由达维特到他的学生安格尔是一个转折，在内容上由革命的、与时

代相关的事件转向了脱离现实的神话和纯艺术的表现。在形式上由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

走向了带有华丽东方色彩的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油画 

  19世纪浪漫主义的诞生是对当时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美术的一次革命。 

  浪漫主义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追求幻想的美、注重感

情的传达，喜欢热情奔放的性情抒发。浪漫主义艺术以动态对抗静止，以强烈的主观性

对抗过分的客观性。浪漫主义在题材上，多描写独特的性格，异国的情调，生活的悲

剧，异常的事件，还往往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寻找创作的题材。 

  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法国画家席里柯，另一位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使浪漫主义绘画

达到了顶峰。 

  席里柯（1781～1824）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驱。席里柯出生在法国的里昂，15

岁时到巴黎学画。他深受前辈大师们的影响，创作出一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席

里柯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却终生充满着激情、幻想和痛苦，并把这种感情反映在自己的

作品中。他善于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作品题材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并

删除掉一切非本质的东西。 

  《梅杜萨之筏》是席里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取材于当时“梅杜萨号”远洋船触礁

事件，表现遇难船员乘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3天终于看到救援的船只，一刹那间人们所表

现出的激情和求生的渴望。 

  德拉克洛瓦（1798～1863）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重要画家。他出生在巴黎附近的

一个律师的家庭，从小酷爱美术，18岁时进美术学院，在此期间认识了被称为浪漫主义

绘画先驱的席里柯，使他开始的创作就受到席里柯的启发。 

  德拉克洛瓦在西方美术史上是一位有卓越成就和较大影响的画家，特别是对浪漫主

义绘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被看作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师。德拉克洛瓦

不仅总结了从文艺复兴以来名家们的艺术成就，并影响了一批后代的艺术家。许多人从

他那里得到启示和教益。德拉克洛瓦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才思敏捷，并具有一种别人

少有的敏感。他反对当时古典主义绘画那种呆板、平庸的画风，主张个性解放，重视情

感的表达。他的画善于表现动荡活跃的场面，色彩鲜明、豪迈奔放。他的重要作品是

《但丁和维吉尔》《希阿岛的屠杀》《自由领导人民》等。 

现实主义的油画 

  继法国浪漫主义之后，出现了以赞美大自然，描写现实普通人们生活的现实主义美

术运动。现实主义绘画是指表现生活真实的艺术，用忠实于对象的手法描写自己眼界所



及的事物，是透过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现实主义绘画是由“巴比松画派”的风景画家

以柯罗为代表，“农民画家”为称号的米勒，以“现实主义画家”自称的库尔贝和一些

政治讽刺画家，特别是杜米埃的创作为代表所形成的。 

  首先表现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是巴比松画派。这个画派出现于19世纪30～40年代。他

们的创作活动与成果标志了欧洲风景画发展的新阶段。在距法国巴黎十几里的枫丹白露

森林附近有个叫巴比松的小村，在这里群集了许多画家，他们在此描绘原始荒凉的自然

风貌，感受着逃离闹市的惬意，这些画家被称为“巴比松画派”。巴比松画派的画家是

一人一个绘画面貌，他们相互之间不把艺术上的主义或信条强加于他人，因而容纳了种

种倾向的画家，而其中柯罗是今天最有名的一位。 

  柯罗（1796～1875），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风景画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面向自

然，对景写生”的口号成为19世纪风景画创作所遵循的方向。在他的风景画中追求的是

真挚、纯洁的情趣。 

  柯罗的风景画结构严谨，调子轻松，用色巧妙，光与空气表达得充分。他的艺术总

是给人一种柔和、高雅的感觉。他能够忠实地描绘大自然，同时又加入柔和的感情，产

生出诗一样的韵味。柯罗的风景画极少表现被强烈的光照射下的风景，而大多表现傍

晚、早晨、大自然物体带有温和情趣的风景。看他的作品，树木好像在烟雾迷离之中，

仿佛在半梦幻般的世界里。画面上流露出一种诗意，使观赏者产生对田园美景的爱。 

  米勒（1814～1875）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人物。米勒出生在一个

农民家庭，后定居在巴黎以南的巴比松村，一生画了许多描写田园风景和农民生活的作

品，被誉为伟大的农民画家。 

  米勒的画风质朴、凝重，所创造的形象严整、崇高，富有纪念性，有一种雕塑的感

觉。为了寻求画面的整体和谐统一，他极力追求浑然一体的效果。他的艺术语言十分平

静，造型单纯、情调含蓄、旋律稳健。在油画笔法上朴实沉着，色调处理上浑厚调和，

充满真挚的感人力量。欣赏他的作品常常能使人陶醉于一种苍茫沉寂的意境之中。米勒

的代表作品是《拾穗者》《晚钟》《牧羊女》等。 

  库尔贝（1819～1877），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运动中的重要画家，曾担任巴黎

公社革命政府美术委员会主席。库尔贝1819年生在法国东部奥尔良的一个富裕农民家

庭。早年学习过法律，后又进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他一直都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艺术

家。在艺术上，他反对当时那种脱离社会生活的学院派风气，而重视创作的社会意义，

并力图在自己作品中加以实现。 

  库尔贝在他的作品和宣言中确立了以生活真实为创作依据的原则。他曾宣布：“我

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如实地表现我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和思想面貌。”在艺术上他倡导

反映现实生活和劳动人民的艺术。《打石工》《筛麦的农妇》是体现他艺术主张的代表

作品。库尔贝的画风力求写实，造型明确，色彩沉着，用笔宽畅，不拘细节，画面有庄

重厚实感。另外，在油画技法上，库尔贝经常不用画笔，而用调色刀，画出带有彩色大

理石般肌理效果的表面。 

  杜米埃（1808～1879），19世纪法国具有战斗精神的讽刺艺术的画家，也是法国19

世纪现实主义美术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像米勒那样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

会问题，而是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之中，把握时代的脉搏，创作了大量的政治讽刺画，嘲

讽丑恶，揭露时弊。 

  1808年杜米埃出生在马赛的一个玻璃匠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做过许多杂活，



 

从而锻炼了他的生活能力和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对他在艺术上的创作打下了生活基础，

并形成了在艺术创作上的特征，用画笔讽刺社会的黑暗面。艺术语言上使用强烈的色

彩，形象塑造上生动而略显夸张。他常常是提练出主题，并毫不迟疑地略去与主题无关

的枝节，赋予那些最普通的题材以宏伟、壮观和积极向上的思想。《三等车箱》是杜米

埃的一幅代表作品，在昏暗、肮脏、拥挤的三等车箱中，前排座位上，坐着贫穷的一家

人，他们相依在一起，看上去都很疲惫，整个画面中的人看上去似乎是都各有生活的苦

衷。 

印象派油画 

  印象派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以马奈为中心的一批画家如莫奈、西斯莱、雷

诺阿、塞尚、德加、毕沙罗等人，在反对学院艺术的口号下，以创新的姿态进行艺术革

新，并登上法国画坛。1874年他们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展览，社会反响很大，参展作品

中，有一幅莫奈创作的题为《印象·日出》的油画，遭到学院派的攻击，评论家们戏称

这些画家们是“印象派”，这样印象派绘画便由此而得名了。 

  印象派强调画家对客观事物的感觉和印象，反对学院派的因循守旧，主张艺术上的

革新。绘画技巧上对光和色进行了探讨，研究出用外光描写对象的方法，并认识到色彩

的变化是由色光造成的，色彩是随着观察位置，受光状态的不同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

化，同时把这种科学原理运用到绘画中去。他们走出画室，走进大自然，在阳光下直接

对景写生，根据观察和直接感受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这在绘画史上是很大的革命，也

给后来的现代美术以极大的影响。由于印象派绘画很少反映人类生活的主题，使创作题

材和内容受到很大限制。 

  马奈（1832～1883），是19世纪下半叶对绘画领域的革命起重要作用的绘画大师，

他虽与印象派画家们有密切的联系，但并未参加印象主义画展，可是印象派的画家们始

终是以马奈为中心，创造新的绘画理论和作品。 

  1832年马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法官家庭，因为热爱艺术，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的前

程，成为一位画家。 

  马奈是最早打破传统的棕褐色调，使画面明亮、有外光新鲜感的画家。他受过古典

艺术的薰陶，作品中始终保持着宏大和庄重的气魄，他的画在造型上有很高的写实技

巧，但在色彩上还没有发展到其后一些印象派画家那样去分解物体颜色的程度。他对色

彩的处理比较完整，每一色块都很协调柔和，又很鲜亮，给人透明和清新之感。《吹笛

子的少年》是马奈的一幅著名的作品，在总的暗调子中，突出几块明亮鲜艳的色彩，使

之更加响亮耀眼。他的另一幅代表作品《奥林比亚》也同样运用了这样的表现手段。 

  莫奈（1840～1926），是印象派的领袖人物。1874年由他发起组织了首届印象派画

展，他的油画《印象·日出》一画在展览中引起反响，从而使“印象派”这一名称正式

出现。 

  《印象·日出》表现的是画家对所看到的“日出水面”这一转瞬即逝景象的感受和

印象。画中表现的是在天水一色的朦胧晨雾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水中的船和岸上的

景物用蓝绿色彩轻松的勾画出来，整个画面的一切物体都融成一片。 

  在莫奈的作品中都非常注重在色彩领域的探索，忽视对物象形体的写实。侧重于用

光线和色彩来表现瞬间的印象，追求绘画上色彩关系的独立美。他是第一个真正强调外

光写生的画家。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户外写生完成，而且态度非常认真。为了保持

印象的真实性，常常是早晨时画的画，如果没完成，就等到第二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画，

直到画完。他还常常对着一个景物，分别画出对象在不同时间，不同光线下的色彩变

   



化。如油画《草垛》《里昂大教堂》等就是画家进行这种色彩试验常被人们提及的作

品。他的这些经过了深思熟虑，追求瞬间光色细微变化效果的作品，在以前是从未有过

的。这种艺术追求在莫奈晚年创作的油画《睡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莫奈在印象派画

家中是最长寿的，他到晚年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印象派绘画的价值，也使得他的晚年生

活过得幸福。 

  德加（1834～1917），是印象派画家中的积极活动者和重要成员，以描绘舞蹈演员

和浴女著称。德加是一个银行家之子，生活富裕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文化修养较高。 

  德加早年接受过严格的古典主义艺术的熏陶，培养了他热爱传统艺术的感情，所以

在印象派画家中他是始终坚持严格造型的画家。他受到马奈的影响，开始注重对色彩的

研究，并参加印象派的画展，成为印象派画家中风格独特的一员。德加一生中对扑朔迷

离的动感追求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舞台灯光下的舞蹈演员和赛马场上的情景，表

现得极为生动。他常常在后台和包厢里冷静地观察对象，默写演员们舞蹈时一瞬间的动

作，生动地表现出舞蹈者轻柔的动作和跳动起来的生动姿态，更成功的是他将舞台灯光

下的感觉传达得格外真切。德加的代表作品是《舞台上的舞女》《熨衣妇》等。 

  雷诺阿（1841～1919）是印象派的重要画家。1841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裁缝家，曾以

在陶瓷器皿上作画谋生。他天性乐观、纯朴，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对人和大自然的

美，有着极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雷诺阿主要画妇女肖像和裸体，他的画总是充满着欢

乐的气氛，人物塑造得有着无法形容的柔和与微笑。同时在他的画中尝试着运用印象派

的方法，也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的人物画生动活泼，色彩丰富。 

  雷诺阿的绘画创作中少女和儿童题材的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笔下的儿童

天真稚气，所画的少女更能传达出沉静、优雅的情态。《少女肖像》是他这一类作品中

的代表作品之一。 

  雷诺阿笔下的作品在笔触运用上给人一种跳跃的感觉，他还经常喜欢使用各种由浅

到深的红色作画。画中的人物被描绘得非常悠闲愉快，充满青春的美丽，犹如一首赞美

和抒情的乐曲，它能使人感到生活是这样美好而富于浪漫情调，作品《游船上的午餐》

《饼干坊街的舞会》《包厢》等都十足体现了他的艺术特色。 

  毕沙罗（1830～1903），是印象派的重要画家。毕沙罗出生在法国安提尔群岛的圣

多马小岛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开杂货铺的小老板。年轻时他曾当过店员，由于酷受绘

画，在他25岁时离开了家乡小岛，来到以艺术都城著称的巴黎。柯罗和米勒的作品给了

他很大的影响，他坚信着艺术唯一可遵循的大师就是自然。毕沙罗比其他印象派画家中

任何人都更早在外光中开始作画。他常说：“在户外生动的光线中，按着自然忠实地画

吧！” 

  毕沙罗一生清贫，但却总是带着愉快明朗的面容生活着。他非常喜欢田园生活，毫

不夸张、粉饰地画眼中看到的极其普通的一切。在画面上他常常采用饱和的颜色和笔笔

压盖的细腻笔法描绘对象，具有一种淳厚的艺术韵味。代表作品有《逢图瓦兹的红屋

顶》《蒙马特尔大街》等。 

  修拉（1859～1891），印象派中的后起者，他在印象画派中独树一帜。修拉是根据

色彩学原理来指导艺术实践，认为在光的照耀下，一切物象的色彩是分割的，要真实地

表现这种分割的色彩，必须把不同的、纯色彩的点和块并列在一起。在这种理论指导下

的作品被称为“点彩法”，并形成“新印象主义绘画”，又称“点彩派”。建筑在科学

理论和理性基础上的新印象主义，在某些方面恢复了绘画中物象的具体性、实在性，在

色彩分析方面有所探索，但由于过分注重法则和规则，也使绘画丧失了可贵的、直观的



生动性。 

  《大碗岛星期日的下午》是修拉的代表作品，共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画家采用了

细笔小点的形式，并用大块的绿色为主调，杂以紫、蓝、红、黄等色点，使画面在局部

中有着丰富的色彩变化和互补色的对比，整体上协调一致。 

后印象派油画 

  印象派之后出现了与印象派的艺术主张不同，以塞尚、凡·高、高更为代表的另一

种艺术主张，人们称之为“后印象派”。后印象派不满足于印象派的“客观主义”表现

和片面追求外光与色彩，转而强调抒发作者的自我感受，主观感情和情绪。在艺术表现

上，“后印象派”重视形、色、体积的构成关系，强调艺术形象要异于生活的物象，要

用作者的主观感情去改造客观物象，要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他们尊重印象派在外

光和色彩上所取得的成就，但不追求外光，侧重于表现物质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

构。后印象派的绘画对现代诸流派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塞尚（1839～1906），是后印象派的重要画家，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由毕沙罗介绍

加入印象主义画派，并参加了第一届印象派画展。他不拘泥于印象派的光色分析，为捕

捉转瞬即逝的自然现象而苦苦探索，确立了自己的艺术方法和风格。 

  塞尚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提出自然的物象都可以概括成圆柱形、圆锥形和圆球

形等几何形。自然对人类来说，主要不是平面而是深度，要重视表现自然景物的形体与

结构上的关系以及色彩的层次推移。他认为“线是不存在的，明暗也不存在，只存在色

彩之间的对比。物象的体积是从色调准确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他非常善于用色彩

处理画面的空间感，作品中景物无论远近，没有模糊朦胧的地方，十分清新明快，同时

又表现出了层次分明的远近透视感和空间感。这种感觉不是由画面上物体的透视线和构

图来表现的，而是由物体的色彩及色彩的相互关系表现出来。色彩代替了体积，颜色关

系代替了明暗关系，他是在用颜色造型。我们知道，困难在于找到准确的色彩和色彩之

间的和谐关系，塞尚则成功地克服了这一困难。 

  塞尚的作品，大都是他自己艺术思想的体现。他的静物画、风景画及人物画表现出

了结实的几何体感，忽略了物体的质感及造型的准确与否，着重强调厚重、沉稳的体积

感，物体之间大的整体关系。塞尚的作品不是盲从地去复制现实，而是寻求诸种关系的

和谐。 

  塞尚这种对体积感和空间感的强调，对色彩的巧妙安排和运用，对物体造型结构的

处理并有意识地采取变形手法等等，这些追求形式美感的艺术方法，对后来现代流派有

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所以，塞尚晚年为许多热衷于现代艺术的画家们所推崇，并尊称他

为“现代艺术之父”。 

  塞尚的代表作品有《静物》《圣维克托尼尔山》等。 

  凡·高（1853～1890），是后印象派的重要画家，荷兰人，家庭生活贫困，年轻时

曾干过许多职业，如美术商人、教师、传教士等。年近30岁时，他才开始绘画艺术的生

涯。 

  由于他有过丰富的生活体验，同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所以在他的艺术中热衷于

表现他们平凡而艰苦的劳动生活。早期的油画作品多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乡村景色

和人们的劳动生活，在色彩的表现上是以传统的暗调子为主。1886年，凡·高来到巴

黎，被印象派画中那种奇妙热烈的光色效果所吸引，并开始改变原有的画法，以极大的

狂热投身于印象派绘画色彩的表现和其他形式方面的实验中去。从此凡·高的油画开始



明亮起来，多使用鲜艳和火辣辣的色彩，以及具有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急速

流动的笔触，构成他绘画的特色。他把所描绘的对象，当作表现自己热烈激动的主观感

情的媒介、当作表现自己独特艺术手法的媒介，以表达他的主观感受和激情。他把印象

派的艺术方法，尤其是在色彩和对事物的形体塑造上的方法，发展到更加独立于传统之

外的地步。凡·高的艺术在他生前是不为世人所承认的，但是后来，人们慢慢的理解和

认识了他的艺术创造。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善良、对美和对创作想象自由的渴望，他

尤其被后来发展起来的“野兽派”和“表现派”的画家们所接受，直至今天，凡·高仍

然活在艺术世界中。 

  凡·高的代表作品有：早期创作的作品《吃土豆的人》，后期创作的作品《向日

葵》《星夜》及《邮递员》等。 

  高更（1848～1903），是后印象派的重要画家。他出生在巴黎，青年时当过船员、

店员，后来他弃商从艺，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绘画的创作上。最初他是由印象派画家毕

沙罗引导走向印象派绘画的道路。不久他便改变画风，开始创造一种更偏重艺术家主观

幻想、更富于装饰意味的风格。他厌倦繁华而充满纷争的都市生活，向往着纯朴的自然

和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高更放弃富裕生活，离开巴黎，远涉重洋，来到太平洋中部赤

道以南的热带岛屿——塔希提岛，开始探求他独恃的艺术风格，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作品

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他找到了童年时代从母亲那接受的，对土著民族很深的感

情。高更用极大的热情表现具有原始美的，未开发的热带大自然，表现远离文明喧扰

的，简单纯朴的土著人的生活。他采用近于古代埃及美术中庄严、平稳、安宁而富有图

案装饰风格的艺术手法，并追求简单、稚拙的粗线条结构形式。在色彩上，他从形式美

感的要求出发，注重色块之间的布局和整体效果，以主观创造来加以安排，使色彩之间

的关系简化，多使用较纯的色彩，追求一种跳跃性的或对比的谐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

装饰感。高更主张艺术家不仅要表现客观自然，而且还要探求思想中神秘的内心，表现

主观的东西，所以他同塞尚、凡·高一样启发了一批现代流派的画家。 

  高更的代表作品是《塔希提岛的少女》《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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