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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绘画超现实主义因素体现的角度
万涛涛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在二十世纪初期产生并活跃起来的现代诸多绘画流派中，超现实主义绘画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超现实主义绘画在二十世纪初

西方复杂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中并受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影响，人们开始寻求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新方式，超现实主义画家们在此

基础上转入了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努力致力于发现人类的潜意识心理。在主张放弃逻辑、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而呈现人

的深层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融合。超现实主义绘画的这种创作理念对当代绘画产生了诸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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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绘画艺术中让人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它其中包含着更多的

自由和超现实主义因素，它在西方二十世纪之前的绘画传统中另

辟蹊径不再遵循着严格的模式，也放弃了一味地追求写实的做法。

画家得以更充分真实地发挥并忠实于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情感不可

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复杂的思想感情和深刻的哲学思考。

使绘画具有了多种可能性并呈现出多维度的绘画语言以此充分展

现人的内心世界。本文就这种创作观念探讨当代绘画大师创作中

的超现实因素主要体现的几个角度。

一、图像的超现实主义性

（一）对传统的延续与超越

当代绘画艺术大师巴尔蒂斯对传统艺术的传承态度是：吸收

和借鉴大师对自然的理解，除却笔墨章法之外，更注重在心灵上

与大师交集和沟通。他的作品综合吸收了东西方化方传统绘画艺

术 . 相对于在混杂的社会中寻找题材，巴尔蒂斯更倾向于向人的

精神世界最隐蔽、最神秘的领域作令人神往的探究，他有着敏锐

的观察，深入的分析，尤其善于从普通常见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独

特视角的发掘。“我所要追求的，是那种虽然看不见，却又是真

实存在的东西，它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

中国当代工笔画家徐累，作品画面中借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

化艺术中的符号以及其创作手法借鉴传统的工笔笔墨和技巧经营

画面，他的画面有种安静和凝固的状态，似乎时间和空间都在刹

那间屏住了悠长的呼吸。这种如梦一般的宁静将传统东方的艺术

精神与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典型中国式的审美哲学并非一

朝一夕的采摘，而是风华雨露般的日夜浸染，它显露出中国文人

特有的文化潜意识，润物细无声间将艺术家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

于观者面前。在他的画中这种极富哲学意味的超现实主义性，隐

喻或象征了当代人所普遍具有的矛盾、困惑、虚无、迷茫等的精

神状态，观看时，就像观看一场舞台剧的定格，将观者引入无限

的遐想中，你可以从画面中找寻到自我，并试图去探究一种归属感，

想要寻求一个答案。

（二）对形象的反常理颠覆

当代绘画艺术对常理的颠覆是其很鲜明的特点，这包含着对

历史与现实的重新审视和勇于打破常规思维或者形象逆反，在画

面中形成有意味的崭新视角。在传统表现女性形象题材的绘画作

品中，控制画面审美趋向和展示的是在社会上同样占主导地位的

男性，甚至渐渐地女性自身也接受并用这种审美方式来审视自己。

随着 20 世纪女性主义浪潮涌起，越来越多的女性艺术家开始觉醒

并反思女性身体和地位的历史处境，并以挑衅的手法来表现对自

身的新的认识。如中国当代著名女性艺术家蔡锦作品“美人蕉”

系列，把植物拟人化，更确切地说是女性化，原本葱郁挺拔的叶

片绘制成人体似乎在痉挛，卷曲甚至是衰败。细腻卷曲的笔触像

在绣花或者编织一件毛衣。图像色彩的强烈视觉冲击力迫使观者

去面对，甚至有无从逃避的压抑情绪，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挑战

性，引发人们的思索。这种表现手法像是东方女性艺术家的特质，

但在艺术表现更类似“极多主义”那样的日常境界，使画面具有

超现实感。

（三）对影像技术的利用及突破

照相机的横空出世是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有力象征和标志，

它虽然在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受，使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记

录更加便捷直接和真实，另一方面，也向绘画提出了挑战，它那

近乎完美地再现自然对象的能力是绘画所望尘莫及的。但从某种

程度上讲，照相机的出现和普及刺激着艺术家，使他们逐渐放弃

了机械地模仿自然空间的观念，向着更加独特和超现实的空间形

式进行探索，当代绘画在多种空间表现形式的共存下，实现了向

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飞越。

在当代绘画多元化的创作中，让艺术家们对遍布和充斥在生

活中的影像眼花缭乱，除了采取对影像的复制、拼贴、喷绘、网格，

以及高反差、逆光剪影、底片效果、失真等手段外，绘画不断削

弱深度，从技术上同时也从观念上体现着这种图像时代的超现实

主义隐喻性。如吕克·图伊曼斯，因为曾经拍摄电影的经历，在

画面上表现出强烈的瞬间式影像，这种电影式镜头、平涂的色块，

以及速写性的物象表现手法，时光流动感充足，表现出令人手足

失措心神不宁的跳跃感和稚拙性，面无表情的特质让他的作品颇

具想象的空间。画面中犹如突如其来的事件般的隐喻性使得气氛

变得十分离奇，别具悬念，既解释了被照片图像所剥夺的真实，

又体现着绘画独有的审美情趣。

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视描绘者，美国艺术家艾瑞克·费舍尔的

作品深受后现代主义和大众化的影响。费舍尔的架上绘画是以照

片为蓝本，而现场写生感却充斥着画面，具有笔触的随意性、流

淌的色彩和强烈的明暗反差，画面的构图是典型的摄影形式，看

似很漫不经心，随处抓拍，但又饱含画意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呈现出一种欲望与梦幻交织的神秘世界。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表

现中产阶级舒适、富足的生活场景，这跟他自身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很多感受来自童年的记忆，表达的是某种特定时期和特定人群的

关乎人性的矛盾情感。细品之下，会发现他画面中的任务与环境

之间有种孤独的疏离感，显得格外格格不入，他们处在无聊、沮丧、

颓废和尴尬的情境中，精神恍惚，无法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二、构图的超现实主义性

（一）平面化构图

平面化的构成形式是当代绘画的一大特点，传统的三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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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是绘画追求的唯一标准和目标。面对传统绘画，观者经

常是被置于一个特定位置上，被赋予一种三度空间的幻觉，但相

应地也失去了自主性。当代绘画以不停转换的视角构成了新型的

绘画艺术思维空间，画面中形成的是一种浅空间和趋向平面性的

空间观念。巴尔蒂斯的绘画就将这种平面空间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但在构图上有着空间的概念，他还把颜色提炼和简化，使色块

也具有了形的作用，参与分割画面空间的功能性，加强了画面的

构成感，强调和凸显了一种平面化的视觉效果。

乔治·莫兰迪的绘画以平面的装饰性著称，尤其是体现在构

图方面，对瓶瓶罐罐的静物死心塌地，百画不厌的他沿承塞尚的

理念，试图寻求最本质的视觉世界的构架，利用具有装饰意味的

秩序组织成画面，来表现情感，构成了流动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恒

定的“真实”，他用一种简化、趋于平面的方式来使平凡的东西

变得更有审美意味。

（二）超现实透视

精于“形而上”观察法，并把深景透视用于情感效果的希腊

画家乔治·契里柯，他的画面表现的是一个超现实的、想象中的

世界，这种有着独特构图的绘画不仅是视觉规律的产物，也是心

理规律的产物。不同寻常的超现实主义追求挖掘出观者内心深处

的隐秘的思索和幻想，使之得以显露。契里柯利用画面令人匪夷

所思的透视，强化了梦境般的虚拟空间，这些形式要素的构图形

象视觉呈现给观者，把观者的情感活动推向更自由广阔的领域，

进而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心理联想。

法国画家森·山方的画面中充满了扩张性的凹空间，他试图

打破画面中具有集结性的空间，放大空的概念，缩小实体感。因

此他利用楼梯这一特殊的视角环境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方式，试

图摆脱现代绘画平面空间造成的视觉割裂感。“想象自己能够贴

着墙壁慢慢爬上去，在意想不到的角度看这楼梯。”他说。这种

独有的视觉方式营造了螺旋形的穿插结构，视线的运动曲线进而

有弹性，不断向上发展、向前展开，在不断地聚集和消散中，打

破固定的视觉中心和静止的空间感使一幅作品中同时呈现多种视

角的空间镜像。作品中，楼梯急速旋转的楼梯让人头晕目眩，陡

峭的外形时刻朝眼前压过来又飞散去，不但唤起了人们的视觉专

注，更是从深层面上反映出了艺术家勇于创新并积极探索的精神

追求。

（三）非和谐构图

很多现代艺术家刻意在画面中营造一种跟统一对立的效果，

故意破坏画面的和谐型和稳定性，强化着扑朔迷离、让人云里雾

里的气氛，这种超现实性让绘画的结构趋于复杂，要表达的观念

更是显得曲折迂回。多种形式与元素相互碰撞重叠的结果，画面

中的各要素像是没有逻辑性，随意组合拼凑在一个情境中，如同

梦游时的呢喃，观者不得不集中所有注意力，想要从中寻求到蛛

丝马迹的答案具有梦游般的非逻辑的效果。这种令人不快的错乱、

分裂的视觉效果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给人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

强迫观者去思索、组织这种错乱荒诞的世界，不得不承认这种被

迫与画面发生一定的关系是一种颇具魅力的体验。如以色列当代

最重要的艺术家阿利卡，善于用直率的笔触和大剌剌的造型铺开

画面，尤其是纯粹简练的构图，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具有

很强的超越画面的观念意味，这跟他从事抽象绘画出身不无关系。

他的画面在“逸笔草草”的自如挥洒中不乏纯真自然地气氛，同

样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古典绘画的纯粹味道。

三、色彩的超现实主义性

视觉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中，色彩是除却构图、造型之外的

另一大基本要素，在注重造型和严谨的形态结构下的古典绘画中，

色彩只充当辅助的角色。及至印象派绘画，色彩开始拥有了其独

立性，渐渐被画家们重视起来，艺术家们将自我对于人类、社会、

生活的感受和理解通过单纯性的色彩进行近乎理性的观念传达，

从中体现了艺术家们对艺术创作的自主性和自我意识的融入。超

现实主义绘画的表现已然形色并重，色彩成为营造画面空间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写实中的写意

洛佩斯的作品有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含蓄性，他画面中的色

彩多是明度高的灰色阶，稳重又有厚重感，但绝不沉闷，混色色

应用是一大特点，这种混色中洋溢的和谐气息体现了洛佩斯对画

面的精确把握，放大细节，会发现一笔笔的会色是潇洒写上去的，

不失原始的绘画味道，这种丰富的内敛性使得他的画面有种远远

高于生活的抽象感。

（二）极简的抽象

以静物画著称的意大利著名画家莫兰迪，擅长使用简化的高

灰色调来描绘他所钟爱的瓶瓶罐罐，这种看似极其简单的画面却

总是令人过目不忘，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安逸、静谧的气氛，

没有一丝多余感，冷暖交织的各种灰色调融合渗透，整个画面散

发着东方禅一般的哲学意味，是一种对物质本质的探索与展现，

朴实而优雅。莫兰迪说：“每一件严肃的艺术品，都包含着两种

不同的孤独。第一种可以叫作造型的孤独……景物的双重生命不

在于图画的主题，而在其超感觉的方面……第二种是线条和信号

的孤独，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孤独，对于它不存在视觉或精神上的

逻辑训练。”他力求探寻最平凡状态中深层意识的艺术追求和精

神境界，在有意与无意间也和中国文人追求的艺术境界不谋而合，

即寻找现实的物象和心中的自然之间的交接点，表达出一个纯化

的精神世界。

（三）平涂的对比

当代中国画家张晓刚的《全家福》《大家庭》《血缘》系列

作品，都是以黑白灰为主色调，透明的小色块跳跃在几乎平涂的

大色块中，通过色块的对比，人物有些失真和模糊，营造出一种

梦幻般的悠远气质，这种气质同人们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存在的心

理状态是很契合的，面目拘谨呆滞，不苟言笑，怯生生，这种老

照相馆里被摆拍的情绪和当时人的反应同样也恰恰表现了画家对

那个特定时代意识形态下人的个性批判。张晓刚曾说：“‘大家庭’

对我而言，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来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但它所起到的却又恰恰是某种虚幻的作用。”

伴随着网络及交通的发达世界性的艺术活动交流更为频繁和

便捷，传统的视觉艺术观念不可避免得受到影响和冲击。具有超

现实主义意味的艺术创作广泛涉及油画、国画、雕塑、版画、摄

影等。当代绘画通过在色彩、构图、造型等多方面的尝试处理呈

现出超现实主义的画面感，作为欣赏者，亦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欣

赏自由度和多样的理解性。通过对当代绘画大师作品中的超现实

主义因素的运用及其创作的艺术特点分析，探讨其深层意义和对

当下艺术创作的启示，在内核为我们东方美学的表达方式中，去

实现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和精神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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