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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表现性色彩风景写生的直觉认识

　　内容提要：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艺术理论的提出始终与哲学、美学紧密联系在

一起，西方艺术理论在前人的探索中形成了系统的“模仿论”“表现论”“形式论”“惯

例论”等，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艺术观念与审美观念，而美学理论问题向来都是艺术家较

为关注并可与之实践相互补给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一名油画实践者的角度，探索了表现性

色彩风景写生中的“直觉认识”，结合克罗齐的美学观点——“艺术即直觉即表现”加以

阐述，强调表现性色彩风景写生中的“直觉认识”是艺术家个人情感与普遍情感相互统一

的重要环节，在艺术创作领域及艺术教育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表现性色彩/艺术创作/直觉

　　作者简介：梁益君，四川美术学院；樊磊，四川理工学院美术学院。

　　一、表现性的含义

　　在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进程中，“模仿论”是最早被提出的艺术理论，自古希腊罗马时

期直至19世纪，都是占据主要位置的艺术理论。柏拉图的学说“艺术是理念的影子的影

子”，较早地探讨了艺术的本源问题，明确指出了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与再现；自然

科学兴起的文艺复兴时期，具有模仿功能的写实艺术本身就是探索和研究自然的科学，就

是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如果艺术的再现手法是具有科学性的，那么艺术也就必然能

再现世界的完整与真实；19世纪的现实主义，主张艺术在本质上表现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事

实，正如库尔贝所说：“……绘画艺术只能再现对画家来说是可视的和可捉摸的对象，一

个时代只能由它自己的艺术家再现它……”①库尔贝所要再现的是日常的现实和日常的人

们，他作品中的打石工就是他所再现的那个时代景象中的崇高者。可以说再现性艺术的写

实特点和叙事特点都明确地体现了现实或自然事物是先于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是对它们

的模仿与再现。

　　西方“表现论”的出现可以说是对“模仿论”的一种挑战和超越，是西方近现代审美

意识史上的主导观念。19世纪所进行的对于人类情感的自然表现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

成就，从而颠覆了以摹仿客观世界为中心的传统艺术观。表现性油画语言则是西方艺术语

境中相对再现性绘画语言提出的一种绘画语言样式，它将情感表达而非模仿再现放置首

位，以通过内部主观世界间接或曲折地表达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反应的“表现论”美学为依

据，要求突破事物表相而凸显其内在本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的描写而锲入其内在的灵

魂、要求突破对暂时性现象的描写而展示永恒的品质或真理，它以现代主义时期德国的表

现派为高度，但不局限于现代艺术时期，至今通过具有表现力的点、线、面、色彩、肌

理、符号等绘画元素来表现人类的情感的油画作品均被称作表现性油画作品。

　　二、表现性色彩风景的直觉认识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在其著作《美学原理》中指出：“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

就是逻辑的；不是从想象得来的，就是从理智得来的；不是关于个体的，就是关于共相

的；不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就是关于它们中间关系的；总之，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

就是概念。”②

　　根据美学家克罗齐的阐述，可以理解为直觉的认知与逻辑的认知并列为人类认识活动

的两种基本形式，但两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直觉是认识的最初阶段，此过程是不经过

思考与判断而得到的印象，而后我们对某一个事物进行研究，寻找它与他物的关系，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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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推理论断，那么它就是逻辑的或概念的；直觉认识活动只是产生形象化的印象或

意象，而非概念。直觉与概念的关系是高低两度的关系，直觉如同地基建筑，概念如同高

层建筑，直觉是可以脱离概念而独立存在的心灵活动，而概念必须是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之

上，并且不能脱离直觉活动而独立存在，因此概念也就包含了直觉。但不可否认的是，有

时直觉的结果里可能会混杂有概念，但是就混杂本身而言，它如同水溶性实验，此概念已

不再是原概念，因为它失去了原概念的独立性，现已成为水溶性实验的单纯成分，或者说

是成为了直觉活动的单纯元素了。比如西班牙艺术家戈雅晚期的作品中精确的人物造型、

古典主义式的光源设置并不是为了体现出概念的功用，而是为了体现出悲喜剧中人物特征

和叙事特征的功用；又如同高更的作品中平面式的色彩系统与原理并不是在那里讨论色彩

应用范畴的概念功用，而是在那里显现出对于生命活力与象征意义的表现性功用。一言以

蔽之，艺术依赖于艺术家的心灵直觉而非概念活动，直觉的初始来源并非是客观的物质世

界，而是情感所至并非现实再现，艺术是想象的产物，因此艺术即直觉，艺术品即直觉

品。比如梵高的油画作品《星空》(图1)是艺术家直觉的结果，他不是外部世界景象(星

空)的直接产物，因为梵高并不是从外在现实出发，而是从外在自然的印象出发，这个印

象就是外部世界(星空)在梵高心中留下的表象，那么依照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只有从星空

的感性印象出发，才能达到具有表现性的直觉品(艺术作品)，所以直觉和表现的直接对象

是心灵中的印象，而不是外在现实本身，无论《星空》中强烈的对比色还是旋转的笔触痕

迹、无论是凸显的油画肌理还是简化式的图形符号，都是其对于星空中的印象或意象表

现，而强调的是他情感的内容传递。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说明直觉与感受、直觉与知觉的关系。总体来说感受与知觉在认识

过程中是分别位于直觉之前与之后的心灵活动，直觉是介于感受与知觉之间的，它不依赖

于两者，而是独立存在的心灵活动，也是所有心灵活动的基础。首先，感受与直觉是有明

显差异的，因为感受是在直觉活动之前发生的，它是人们审美心理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感

受本身是心灵无法认识的且无形式的物质，同时感受的结果所得到的是程式化的和被动化

的内容，而并非是由心灵主动创造出的内容，所谓“内容”也可称为“材料”，意指“未

经审美作用阐发的情感或印象”③。因此原创性和主动性就是直觉与感受最大的差异所

在，直觉绝对不是被动的感受，它是一种心灵综合作用，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将感觉、印

象、物质等感性材料统一起来的认识能力，并赋予了它们以形式，使之有了形象从而得到

表现，只有通过直觉认识，客观的外部世界才能成为被心灵把握的感性认识对象。其次，

直觉也不同于知觉，克罗齐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混淆直觉和知觉的关系。确切来说知

觉是在直觉活动之后发生的，直觉是一种与个别的、个体的事物相关的知识，是直接面对

具体事物所产生的形象化的意象；而知觉是关于共相的，它注重的是诸个别事物之间的关

系，它所产生的结果是概念与逻辑，克罗齐就是通过比较直觉与知觉的关系来强调直觉的

非逻辑性、非概念性，同时也根据实例论证了知觉会根据所包含的逻辑和概念来理性判断

心中意象所体现的真实度，因此直觉与知觉也是有明显差异的。

　　通过以上论述，克罗齐给出了著名的美学论断“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这里的“表

现”含义要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一般含义，例如我们身处某风景之中，一般的“表

现”是指把某风景通过其他媒介传达出来(如绘画、诗歌、音乐、表演等)。而克罗齐所说

的“表现”是指人的感官接受到此景后，产生印象，然后心灵直觉到此景的完整形象，这

完整形象的形成就是表现，也是直觉，两者密不可分，且具有原创性与主动性，尽管作品

没有成为物理的事实(没有形成完整画面)，但直觉与表现其实就等于艺术创作的过程，因

此“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而且只是表现(没有多于表现的，却也没有少于表现的)”④。这

段论述似乎将艺术创作泛化而论了，普通人也有直觉，似乎普通人也都有成为艺术家的本

能，但实际并非如此，区别在于艺术家将直觉表现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美即成功

的表现”领域。艺术家与普通人的直觉不在于强度的区别，而在于宽度和高度的区别。身

处同时代的艺术家莫奈与哲学家克罗齐虽不在同一领域，但两者的艺术观却高度吻合，正

如艺术家莫奈对于色彩风景写生曾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要尽量忘记你面前的对象—一

棵树、一座房屋、一片田地或什么的。要忘掉这些，你只需想，这里是个小正方形的蓝色

块，那里是一个粉红色的长方形，这里是一片黄色，你就这样画，好像对象原本如此，原

本就是这样的色彩和形体，直到画面使你对于面前的景致获得一种自己的纯真印象。”⑤

莫奈所说的“纯真印象”就是直觉活动，“忘记对象”就等于否定了再现与模仿，从而肯

定了色彩风景写生中直觉的重要性与表现的重要性(图2)。

　　三、思考与结论

　　在表现性色彩风景写生实践中，往往会形成思维惯性的认识模式，而忘掉本初的直觉

认识，容易掉入强调真实表现事物的客观面貌之中。例如：艺术家去详细地观察这个树林

是由七棵树还是五棵树组成的等。这种观察方式从主客体的关系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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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惯性。如果反之，则注重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只作为一种瞬间的、不确定的存

在，而把这种直觉本身外设为表达对象。那么从笔者自身的角度出发回到风景写生实践当

中，在面对某风景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表现对于此景的直觉的呢？可以肯定的是，这幅作

品绝对不是客观地再现此景，而是自然景色给我在心里造成的某一种特殊情感的显现；

“境由心造”，当时心里的特殊情绪也会给此景赋予不同的情感。这种表现正是我对于

“某风景”的印象或意象——例如作品《乌云欲坠》(图3)，它仿佛是幽静而空旷的，如

同虚无一般隐藏在濛濛雨意之中，它失去了形体的真实再现，却凸显了意境的纯真表达。

我将最核心的印象凝练出来，几乎摈弃掉了多余的实物描绘，画面上沉郁的灰黑色块凝聚

在画布的二分之一以上面积，零散的几朵乌云郁郁坠下，大地的一切形象被乌云笼罩而显

得妥协，一方面加强了下沉感，另一方面，也更加凸显了我对于此景的直觉认识与主观表

达。

　　每当身临某景，执笔作画之前，我总会再次环视周遭，力图回到最初的瞬间印象之

中，作品《高原秋色》(图4)就是在这种追随直觉的状态下完成的，高原的秋天植被丰

富、色彩夺目，但在强光直射之下，固有色已被漫射而出的光源色所覆盖，形成强烈的黑

白关系与冷暖关系，风景中的事物似乎失去质感与量感，但几何式的黑影形状似乎加强了

戏剧的效果。回到最初的直觉，我试图营造一个暖黄色笼罩的舞台，黑影的形状与色彩是

这个舞台中的主角，具体的物的形象被抽离而映衬在舞台左右，光与色形成了对话，形成

了个人情感的表现。这些貌似刻意却非理性的逻辑布置，帮助我成功创作出了一个具有表

现性和主观性的直觉世界。这种“直觉”是纯粹的心灵活动，而非物理事实上的自然世

界。它不是耐心的客观再现和谨小慎微的精心描摹，而是直觉带来的感性世界和凝聚着一

触即发的情感宣泄。

　　因为表现性色彩风景写生注重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和对事物的主观感受，所以客观物象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更应体现创作者主观精神的物我相融。艺术家们为了实现自己表现主

观情感的艺术追求，会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法——造型的法则、色彩的原理、笔触的动

势、肌理的凝结、符号的凸显等一切元素都脱离了严谨的逻辑概念本身，而是被主观调动

在直觉范畴之内，这样情感才会越发纯粹而变得更为具体。

　　真正的艺术一定是表现情感的艺术，同时也是自我情感的确定，在风景写生实践中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景象：蒙古草原的一望无垠、夜空的漫天繁星、内陆山区的高山四立。环

境总是会有差别，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有很大区别。作为情感十分充沛的艺术家来说，需

要感性地接受世界、接受色彩、接受情感。逻辑认识与直觉认识在两度关系中混合式的存

在，但无论是惯性思维中的物质化视角还是色彩原理的显现都不是在讨论逻辑认识中的概

念功用，而仍是在为艺术家的第一印象或情感显现的表现性功用，因此强调表现性色彩风

景写生中的直觉认识，从而达到艺术家个人情感与普遍情感的统一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注释：

　　①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21

　　②③④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朱光潜译，北京：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⑤迟轲.西方美术理论文选(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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