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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几点思考

作者：陈燮君  来源：东方网

  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思维落点很多，受到关注的有以下几个议题： 

  一、从艺术发生论的视角，理解“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艺术发生论告诉

我们，艺术不能失缺对象，艺术思维有感而发，艺术方法从实践经验而来，艺术手法首

先得意于具象及其联想，艺术发生具有客观性和实践性。依据艺术发生论，油画中的

“写实”与客观对象紧密相连，其哲学认识、逻辑起点、文化特征、艺术手法和方法都

与社会生活、自然客体、精神世界息息相通。在筹备“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

画研究展”的过程中，我曾在上海松江向靳尚谊先生讨教过油画中的写实问题。他明快

地说，写实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艺术手法，其实，把创作方法和艺术手法集于一

身，也可以说“写实”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具象写实，包括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是

油画的基本表现样式。他接着说，我们可以作逆向思维，如果没有“写实”，如果把

“写实”拒之于大门之外，那么，美术院校基础课如何上？写实不是唯一的手法，却是

一种常用的方法。写实不是依样画葫芦，却是对客观对象的求真。写实不排斥其他的创

作方法和艺术手法，恰恰是综合写实和其他创作方法、艺术手法，才有艺术的多样性可

言。没有写实，何为具象，何来抽象？靳先生在其他场合也谈到过：中国的现实主义绘

画在发展之初，强调现实主义流派和情节性绘画。靳先生还不忘借鉴在西方油画发展史

上的名家的经典写实方法。曹意强先生的《边线与结构——靳尚谊油画中的欧洲传统和

中国意境》一文，在探索靳先生写实油画的中国意境的同时，还列举了靳先生的写实的

“欧洲传统”：从1980年至今，他所作的肖像作品，无不清晰地表明，在摸索中国情调

的油画过程中，他是怎样不断地返回到欧洲油画本源的；在形体再现上，我们可以看出

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拉菲尔、丢勒的影子；在用笔敷色上，令人想起提香、委拉斯开

兹，在某些细部上，甚至带有伦勃朗的粗犷；在画面意境上，非常接近荷兰画家维米

尔。……靳尚谊先生正是凭着扎实的写实功底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杰出

代表。 

   

  二、从艺术方法论的高度，阐述写实油画并不排斥“精神品格”。从艺术技法、艺

术方法、论艺术方法到艺术方法论，是个整体结构，在艺术方法论的层面上，涉及艺术

哲学、艺术精神与艺术品格。“精神与品格——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研究展”在选择中国

当代写实油画的精品力作时，显然强调精神与品格的追求。艺术的创作方法是见精神品

格的，在具体的作品中，作品的艺术手法也与精神品格浑然一体。写实油画并不排斥

“精神品格”，也无法排斥“精神品格”，恰恰相反，优秀的写实油画必然离不开令人

赞誉的“精神品格”。有了“精神品格”，才有作品的精、气、神。有的专家认为，写

实之为法，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指以具象再现为基础的画法；一个是指作为“主义”的

创作方法，其决定性条件是面向现实生活，采取积极的反映态度，肯定所反映的现实的

人和自然的精神价值。现实主义应该是具有真实的外观和现实精神的内在的统一。有的

学者指出，应力戒把“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绘画说成是一种缺乏创造理想也无需

情感冲动，只会如实“模仿”自然的手艺，其实，无论写实、写意、表现、象征抑或具

象还是抽象，样式本身并无高下新旧之别，论画仅仅以“形似”或仅仅以“形不似”，

一样都是“见于儿童邻”的。欧洲古代大师确实强调细致观察自然，追求“逼真”客观

的艺术效果，但任何画家的观察都有取舍，逼真也需提炼，一切成功的作品都要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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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要、删繁、更加润色”等种种技巧，又都会盖上个人审美理想的烙印。有的学者倡

导在作品中贯穿一种对民族性，对时代精神，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之情，表现出对崇高善

良、美好人格的推崇。应努力表现尊重的人、敬仰的人、亲近的人、喜欢的人、有时代

感的人，把这些人物营造在一种和谐、静穆的氛围中，借助笔下的人物传达自己的审美

理念。这个理念是作为一个现当代艺术家，从古典主义传统精神中体悟到的最具生命力

的境界与灵魂。这种思想境界在作品中，汇聚着一种崇高人格的感染力。艺术家应登上

独到的精神高度。 

   

  三、从艺术意象论的命题，探索写实油画的“诗化”。艺术意象论研究艺术的意象

转换，寻觅柔润，追求和谐，表达象征，融入浪漫，抒发情感，凸显韵味。写实油画的

意象化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表达为写实油画的“诗化”。范迪安先

生在解读詹建俊先生的油画作品时所论述的“从象征写实到抒情表现”，涉及到写实油

画的“诗化”的认识和思考。他认为，詹建俊先生的许多作品已经牢靠地在艺术史上占

有了位置，在有关100年、50年和近20年中国油画的画册或著作中，少不了那些已成为经

典的作品。在《狼牙山五壮士》中，詹先生通过人与山的比拟造型，形成了这幅在当时

艺术氛围中最有意象感和象征性的作品。在《高原的歌》中，晚霞中的藏女引吭高歌，

落日的余辉衬映着逆光的身影，雪域充满着辉煌的意境，洋溢着诗情画意。詹建俊先生

自己也坦言：我在画上主要追求的是表达精神和情感，不管什么题材和主题必须有感于

精神，必须能表现出特定生活或对象中在内心所激发出的感情，并把它融于作品的形象

和意境当中，是所谓“贵情思而轻事实”，即便是主题性很强的作品，我的着重点也不

在叙事，而是要突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我欣赏中国画中“以形写神”、“以神写形”、

“形神兼备”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我作品中的形象看来真实而具体，但它是经过同

类形象有选择的概括创造，是以“神”再造过的形象了。我画中的景物多是在现实的基

础上由意造出的。这样，有利于提升现实的艺术境界，突出赞颂人的美好情操，以及一

切生命的活力。詹建俊先生把写实油画的意象通过艺术表现、作品布局、色彩处理、笔

法运用等表现出来。在艺术表现上，他追求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和绘画语言的特色与魅

力；在作品布局上，他注重建立大的框架和构成，呈现作品的“气势”和“意境”，具

有较强的形式感和节律性；在色彩处理上，他注意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去寻求与主观色

彩相统一的结合点，在不破坏生活合理性的情况下进行艺术的夸张和渲染，使作品既易

于理解又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笔法运用上，他结合客观物象的形质，追求主

观的寄托，既不被物象所制约又不独架于物象之外，既讲“随形运笔”也讲“心随笔

运”，要求笔底见物，笔底见情，始终主张形质与心气相结合。正是这种作画的运笔原

则和境界，使詹先生的写实油画具有“诗化”意象，有效地在写实油画中抒发了浓郁的

人文情怀。 

   

  四、从艺术时空论的立意，关注写实油画的民族化。艺术时空论告诉我们，艺术要

发展，就要与时俱进，时空结合，时空一体，适时拓展。以艺术时空论为依据，可以找

到写实油画民族化的多重思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写实油画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统一

的。民族性的问题即民族化的问题。今天，我们谈论写实油画的民族化，就是要将西方

油画的形式、语言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真正融合起来。由此引发的中国写

实油画的发展策略是：一端是以西方悠久的油画传统为根基，在学习的过程中领会油画

艺术的独特魅力；另一端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对中国社会变革宏观而深刻

的认识为依据，通过长期的努力，逐步地使油画具有中国人的个性，具有中国文化的气

质。在解决了一系列油画技巧的难题之后，中国的写实油画要获得鲜明的民族特色，必

须从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中吸收养料。油画民族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从语言上形式

上找到是与民族欣赏相吻合的图与象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视觉思维逻辑的理

解。徐悲鸿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写实油画创作中，比较自觉地探索了写实油画的民族

化问题。《田横五百士》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进行民族化尝试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

正是中国写实油画的民族化之路的感召，使蔡亮先生长年不畏辛劳地踩踏黄土高原，生

活在老乡们中间，捧出了传世之作，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化绘画语言。在朱乃正先生的写

   



实油画创作中，也有自觉的民族化的情怀。他“远师范宽、石涛、龚贤，近追宾虹、抱

石、可染”，在写实油画中投入民族情愫，另得一番写实油画之风光。 

   

  在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文化演绎中，尚可探讨“从艺术演进论的立论，把握写实油

画的时代精神”，中国写实油画的传承性与时代性也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实践探索者有

之，理论研究者有之，更多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求索。在结束本文之时，还需直

言：不能狭义地理解“写实油画”，艺术家在进行写实油画的创作时，其过程是丰富多

彩的。对于“写实油画”这个复杂的命题，并非概要的阐述能够胜任。在“写实油画”

发展里程的延续中，无疑会有进一步的议题和应对，依然会因实践推进的生动活泼而提

高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而拓展新的实践空间。“别担心中国出

不了伟大的写实油画作品”，历史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历史还会进一步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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