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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思维导图在壁画艺术研究中的应用
——以品读《论格列柯与手法主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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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对德沃夏克《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的研

读体会为例，引入可视化思维导图理论，探讨通过该学习方法辅

助壁画艺术研究方法论的可行性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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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可视化思维导图

可视化思维导图是组织和表征发散思维的一种图形技术，最

初是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人托尼·巴赞创造的一种笔记方法。托

尼·巴赞认为思维导图是人类思维自然功能的图形显示，其呈现

的是一个思维的过程。思维导图的优势在于其层级特性，显示了

“层”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思考者可以把所创建的概念通过图像

形式设置为中心延展，过程中根据思维的演变添加相关标示，形

式包括了图像，单词和单词部分之类的思想。当下比较常用的思

维导图范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包括：圆图（Circle Map）、泡泡图

（Bubble Map）、双泡泡图（Double Bubble Map）、树状图（Tree 

Map）、括号图（Brace Map）、流程图（Flow Map）、多流程图

（Multi-Flow Map）、桥图（Bridge Map）。

二、关于德沃夏克与《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

谈论世界壁画的艺术，必然离不开文艺复兴时期壁画。16 世

纪初开始的欧洲艺术运动，其目的之一即是以一种“精神取向”

取代文艺复兴的“物质主义”。直至 20 世纪初期，社会学和心理

学等学科优先发展起来，物质主义逐渐走向终结。这种现象影响

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壁画艺术也在此过程中从完全依赖于自

然主义的状况下解放出来，转向更灵性的表达。在“精神取向”

与“物质主义”的永恒对抗中，20 世纪初期的时代天平似乎向着

精神倾斜。在此背景下，一些被忽略的艺术家获得学者的重新认

识与定位，例如本文重点讨论的画家格列柯。维也纳美术史学派

方法论创建者之一德沃夏克在其著作《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的

最后一文《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正是根据上述现象为始点。

（一）《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的研究背景

维也纳学派在 19 世纪末登上历史舞台，以霍克霍夫、李格尔

和德沃夏克为代表的一众学者摆脱传统美术史学的束缚，作为历

史学家，他们既追求历史事实的准确性，又强调面对艺术品原作

的视觉领悟。

作 为 维 也 纳 美 术 史 学 派 的 后 起 之 秀， 马 克 斯· 德 沃 夏 克

（1874-1921）由历史学研究转向了美术史领域的过程无不受到维

克霍夫和李格尔等师辈影响，因此他在继承了老师们的思想传统

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作创获。《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

本为德沃夏克于 1920 年的一份演讲手稿，主要围绕了他对于格列

柯的艺术和手法主义所做的全面且全新的评价。该文为手法主义

确立了更为精确稳定的风格定位，这是对于格列柯艺术成就的重

新解读，更是对手法主义风格价值的认可。

（二）思维导图在品读《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中的应

用

针对本篇《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的阅读过程以及对格

列柯壁画艺术创作的赏析，笔者深感无论从文还是从图，背后之

信息繁杂，所以把可视化思维导图的学习模式引入，利用图文结

合的方式，不但有助于启发读者的思考，还可以帮助读者选择自

己的阅读方式，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激发更大的阅读兴趣。因此，

本文拟在对《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内容的研读同时，结合“可

视化思维导图”研究方法的应用，既有助于品读德沃夏克在对格

列柯代表性壁画创作的剖析中如何设置线索、谋篇布局，也用于

赏析格列柯的艺术造诣，以求更清晰认知壁画艺术创作观念背后

所蕴含的精神取向。

1. 应用路径一：主题概括与关键词提取

在阅读本文初始，笔者通过思维导图的逻辑线创建一个中心

主题，其代表书籍的总体内容。然后，从每个章节或其中提取关

键词、主题和概念，将它们添加为子主题，帮助自己把握本章的

结构和重要信息。例如，文中关于 16 世纪晚期欧洲的手法主义，

其概念名词是由自然主义美术家造出来的，德沃夏克认为这些美

术家“只看到这一时期大多数艺术家并非从自然中汲取灵感，而

是一味地将传统形式奉为圭臬这一事实。”但是，对于手法主义

的本质特征的评判应该置于其所在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社会思潮

酝酿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再作考量。作者从中总结手法主义呈现

了两种倾向——一为写实性与归纳性，二为演绎性，前者通过对

环境作仔细观察，以及利用对环境控制的个人与社会的心理条件

来达到目的，后者的灵感来源于对世界的感受，这种感受也是一

切高贵与恒久事物的源泉。按照以上的逻辑梳理，我们既可以整

理出一种典型的“流程图”式的线性图（见图 1）。

图 1 以流程图（Flow Map）为样式的思维导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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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路径二：章节摘要与内容整理

该方法主要通过对文章的研读与分析，为每个章节创建分支，

撰写简短的摘要或阐释文本。适用的思维导图样式包括树状图、

括号图。例如，笔者将《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的结构划分

为六个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 对《奥尔加斯伯爵的下葬》的解

读；第二部分 关于埃尔·格列柯的介绍以及对其艺术风格“改宗”

缘由的提问；第三部分 米开朗基罗晚期艺术特征与精神生活；第

四部分 丁托列托“绿色风格”的色彩与构图；第五部分 手法主义；

第六部分 对埃尔·格列柯研究价值的意义。

第一和第二部分可以看作是德沃夏克以一幅作品及对作者简

述引出后续需待研究的问题；第三、四、五部分举例米开朗基罗、

丁托列托，以及研究手法主义则是对问题提出的解答。最后，前

二者与总结格列柯的研究价值形成一个三段式，这里的三段式以

“精神”为线索，而《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中贯彻始终的观点——

“要理解任何一个时期的艺术，关键是要了解这个时期的精神史”

可以用来解释德沃夏克的这种做法。第五部分主要是德沃夏克对

于手法主义作的重新评价，认为它是一种积极的审美态度，折射

出当时深刻的精神危机，并从精神发展史的角度在最后部分给格

列柯重新定位，称其为 20 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源泉。这一论

断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通过这种思维图的梳理，可以更清

晰地看到德沃夏克的文章阐述方式如何向逻辑学转化，以及整个

过程思维的严密性。

此外，关于其中谈论米开朗基罗晚期艺术的重要部分，笔者

也通过“流程图 + 树状图”相结合的模式进行了一次个案梳理。

因为，该部分是德沃夏克继《老勃鲁盖尔》基于尼德兰艺术传统

与文艺复兴后期艺术精神的关联性谈论米开朗基罗晚期的艺术后，

用了更大的篇幅论述这位大师的晚期艺术，以引起对格列柯艺术

的讨论。德沃夏克将米开朗基罗的创作生涯分为四个阶段，前三

个阶段从完美的古典造型效果，到塑造出英雄形象，最后创造出

神人的形象，而晚年时第四阶段，其作品展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

的世界——即后期精神生活，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

3. 应用路径三：概念关联与案例列举

该路径拟通过思维导图的介入，将书中的案例或引用添加到

相应的主题下。对于《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笔者认为全

文虽然辞藻华丽，但本质完全是以逻辑理性作为框架，并运用在

对代表性画作的解读中。例如其对于《奥尔加斯伯爵的下葬》的

分析。作者首先把这幅高 460cm、宽 360cm 的画作按照主题内容“伯

爵升天”“伯爵下葬”归纳为上下两部分，以指出作品现实与精

神两者间的对立关系。其次，根据画中不同人群的视觉艺术特征，

分析其背后所包含的当时期。然后，通过局部焦点人物的描述引

出文中核心，非现实力量与纯精神境界的表达。正如德沃夏克在《作

为精神史的美术史》中分析道：“埃尔·格列柯让画框横切前景人物，

使我们看不到教堂的地面，好像这些是由一种神奇的力量呈现出

来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向上奔涌潮流的一个序幕。尽管图画下

部有些要素如地心引力般将这股潮流拉住，但它仍像一团火焰，

透过一排等高的送葬者向上奔腾而去。”

图 2 关于《奥尔加斯伯爵的下葬》分析的思维导图

三、以可视化思维导图品读《论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的

价值

曾有学者认为，德沃夏克的艺术史思想分为两个时期，后期

对于艺术研究对象的转变是对于前期艺术进化和形式分析观点的

分化。但通过研读《埃尔·格列柯和手法主义》可以看出，这种

单向的线性分类对于德沃夏克的思想的判定是机械的。他的研究

视野转向揭示的是西方艺术史发展高潮过后的另一转向，通过剖

析格列柯的作品，德沃夏克强调了在文艺复兴艺术鼎盛时期由注

重自然主义形式到偏重艺术家情感表达的嬗变。他的研究成果为

曾经不受重视的研究对象赋予其在新的审美意识下更高的艺术成

就。

德沃夏克认为美术是持续进化的过程，在创作领域一直在不

断演化与发展，且没有衰败的迹象。其历史由一系列新的再现模

式构成，这些模式本身也不断涌向，为艺术创作带来新的方式与

风格参照。这些再现模式的目的在于更加精准地掌握对视觉再现

的复制，使作品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创作者的意图与感受。笔者通

过梳理德沃夏克从对米开朗基罗、丁托列托和格列柯的个案分析，

到证明手法主义作为西方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手法主义

与中世纪艺术所持的艺术发展观并不矛盾，其主要风格在于对情

感表达的重视、对自然主义手法的反动），最终为格列柯艺术手

法的形成做好理论与实践支撑。笔者在梳理的过程中，主要运用

了树状思维导图，并结合泡泡图、双泡泡图、桥图等思维模型进

行辅助，对于全文中“个人精神、集体精神以及社会精神”的发

展与艺术发展的内在主线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西方艺术自印象派之后，整体开始告别传统写实而走向抽象，

使用传统形式美规则来看现代艺术显然不合适。根据个人意识和

社会意识的变换以选择表现精神的形式。现代艺术找到了特定时

期的艺术表现方法，对此决不能以形式的衰落来判断艺术的终结。

对于德沃夏克《埃尔·格列柯和手法主义》及其艺术史成果的研

究意义也正在于此，它是植根于实际问题的理性分析，而不是脱

离实际的形而上论证。

参考文献：

[1] 孙胤爽 . 巧用思维导图，将整本书阅读成果可视化 [J]. 课

外语文，2021（12）：79-80.

[2] 蒋丹 . 用思维导图提升输出式学习效率 [J]. 中学政治教学

参考， 202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