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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浅谈艺术创作的形成与表达
胡淞俊

（广东东软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阿恩海姆的视知觉动力理论研究后，

尝试将其理论带入设计创作中，并结合丙烯这一具有独特魅力的

材料，为设计艺术创作寻求另一种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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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丙烯颜料的独特魅力

丙烯颜料的主要成分是丙烯酸树脂，丙烯颜料其是兼顾着水

彩颜料和油画颜料两种的特性，画在油画布上丙烯颜料类似于油

画颜料；画在纸上时，作为一种含水性颜料又能表现的像水彩颜

料一样，若是足够熟练丙烯颜料的特性甚至可以画出类似坦培拉

画面的效果。

图 1　克罗斯

图 2　科尔维尔

丙烯颜料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墨西哥壁画运动中，

随后 40 年代的美国制造商完善了丙烯颜料使其更加适合艺术家，

直到 50 年代丙烯颜料趋于成熟，美国的很多抽象表现主义大量的

运用丙烯颜料进行创作，其中代表人物波洛克所作的《秋之韵律》

就是用的丙烯颜料。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丙烯颜料传入欧洲各地，

英国的大卫·霍克尼和同一时期的安迪·沃霍尔都喜欢将丙烯颜

料进行平涂的方式表现色彩的明快，从而显示出丙烯颜料干净平

整的特性。或许很多人认为丙烯颜料只适合特殊的画面效果，例

如抽象画所需要的简洁直观的画风。

但是美国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超写实主义完美的证明了丙烯

颜料不仅仅只能胜任抽象画，它仍然可以创造出极为细腻的画面，

并且带有丙烯颜料自身的属性特点。

其中极具代表的人物就是查克·克罗斯，巨大的照片写实头

像是他的主要绘画风格（图 1），其产生的视觉冲击力让很多人

看了不能忘怀，乃至中国有不少画家纷纷效仿他的这种巨幅头像

创作的方式。

另一位写实画家是加拿大的科尔维尔，这位画家在 20 世纪末

期创造了大量的风俗丙烯画，与克罗斯写实绘画不同的是他运用

丙烯颜料能够绘画出类似蛋彩画的画面效果（图 2），极具绘画

风格特点。这两位大师可以说分别将丙烯颜料的本身属性发挥到

了不一样的高峰上。

二、创作灵感的来源

在创作风景作品时都是从生活和自然中进行取材，并从中提

炼概括，最终以风景画的创作方式表现出来。自然风景总是让人

流连忘返，尤其是一些人迹罕至的风景让笔者感觉到一股原始自

然的味道。

笔者手机里总有大量的风景照片，有在疾行的车上拍的，有

找取了合适的角度拍的，这么多的照片不一定都会用到，但是记

录了当时的一种冲动。

当然，亲身的投入自然之中是一种寻找构图灵感的方法。笔

者更常用的方法还有从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中提取，因为影视作

品中的很多画面都是经过考究获得，这样能更直接的吸取它们之

中的特别之处。如罗丹所说的那样：“美无处不在，关键是去发现。”

要想发现生活中的美，就要不断提高艺术家观察生活和艺术创作

的能力。

三、摄影素材的取舍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后，欧洲大师便开始学会用科学的眼睛

去进行绘画，透视法的发现与推广，对欧洲的写实性绘画有着非

常深远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荷兰发明了类似于现在的投影技术的“暗

箱法”，再到后面 19 世纪摄影技术的出现，为艺术家创造出了更

加便利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风景画的发展，它给予了风

景画家跳脱出传统风景写生繁琐的选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如果说照相技术的出现提供了便利，那么 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出现的数码技术让绘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码技术具有

的可修改性让艺术家能够对照片进行随意的处理，甚至可以形成

最后的画面效果，大大节省了艺术家在时间和精力上的花费。

虽然有艺术家仍然觉得风景画应该在户外写生，通过数码技

术违背了风景画的初衷，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有更多的艺

术家接受了数码技术，因为科学的发展逐渐让艺术家意识到风景

画不再是单纯的进行景物繁琐的描写，更多的是艺术家自身的感

受而得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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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马蒂斯所说的那样：“画家不再是描绘琐碎的单体，摄

影就是因为这个存在，因为它能做得更好。”

同大多数的绘画者一样，笔者仅仅只是将照片作为一个参考

物，通常都是选择 35mm 的镜头，因为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更像人

眼所观察的，在取景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根据视知觉动力理论寻找

合适的构图，照片要多拍，因为后续还有很多加工筛选工作。对

于一些有绘画趣味的图片进行筛选，这是第一步。

通过对筛选出来的照片仔细研究并且在白纸上确定好大概的

画框比例，一个好的风景画就是从画框的比例开始的。确定好画

框的比例后，便尽可能地将照片转换成概括的几何体，这一步尤

为重要， 它可以很快的显示出这幅画需要加减什么物体，根据视

知觉动力理论的基本构图原则对于不需要的物体要果断舍弃。当

然仅仅依靠一张照片可能并不能达到目的，有时可能需要两张到

三张，甚至每一个景物都需要一张。

总之，首先选择一幅适合的照片首要就是要确定这张照片想

表现的中心区域和审美焦点在哪里，然后便能够更加主动的对画

面进行布局控制，避免盲目的选择。若是想要描绘一个全景图式

的风景，那么景色的纵深感和地平线的微妙处理就会显得尤为重

要。

四、记忆图像的呈现

对于艺术家而言，记忆是个人独有的经验，个人通过独有的

记忆获得灵感和素材。另一方面艺术家将自己独有的记忆服务于

艺术创作，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个人风格。人类大多数的记忆画

面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有时可能会因为一种味道，

一段文字，一个小的场景而无理由的产生熟悉感，这种感觉的产

生正是因为有时候人类无意识的产生了一种记忆。

对于绘者来讲，个人的记忆可能是形成一个画家自己独特风

格的原因，因为跟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每个人的成长经历

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记忆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蒙克幼年便丧母，

姐姐因为肺结核去世，后来妹妹也得了精神病，这种种的不幸成

为了蒙克的个人经验，以至于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

除了个人记忆还有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作用就是方便去感

染特定的一群人，集体记忆可以产生一种共鸣。比如，许江画了

很多年一直都专注于“葵”的创作，他难道仅仅实在追求个人的

艺术符号吗？很明显不是，事实上许江的葵代表着一种记忆，代

表的是个人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许江出生于 50 年代，是“文

革”的亲身经历者，他笔下的葵是他们一代人的共同生活，是那

一代人的精神像章。

将记忆带上画面上并不需要多么清晰的记忆图像，首先是也

很难弄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图像，它就如一种情感上的喷发，

突然出现但是不知道源头，很多时候模糊的记忆不一定真实，也

许是几个记忆画面拼贴而成，有点像摄影作品中的“蒙太奇”手法，

像是一种记忆的叠加，将本来可能不是同一时间的记忆组织在同

一个画面。比如笔者的这两幅创作便是将很多个记忆的糅合在一

幅画面，很明显这样的风景是不真实存在的。

五、创作画面的经营

经过灵感来源，素材收集以及记忆画面的融合，后面的环节

就是在保证“完形性”的基础上运用视知觉动力理论的构图阶段。

一幅画的构图应该是伴随着创作过程的始终，不断的往画面增减

颜色、形状都可能会使画面有不确定的影响，所以必须得一直调

整着画面。

但是，这些小的调整是不能脱离最开始的构图中的一个大的

“力场”，这个“力场”指的就是一开始在纸上绘制的各种力形

成的有机整体。

我自己通常的做法就是在一张 A4 大小的纸上画出很多自己

满意的方形图案，这些图案暗示着我需要的画框比例，这些构图

不需要添加阴影，单纯的用几何形或者拉长的线去表现，这样有

利于笔者快速的把控构图。

在经过了对视知觉动力理论的研究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绘画创

作中，发现其的确是具有对于绘画构图和营造艺术性有着不小的

指导作用，让笔者理解了各部分为什么这么组织会产生美的深层

原因，以及这样的形式组织是怎样形成的。相信随着研究更加的

深入其实用价值会更加凸显。

六、创作实践的情感表达

古今中外，一些著名的画家，诗人，艺术家留下来的传世之

作或多或少都有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有抒发心中不满，有借景

抒情，有怀才不遇等。这些留下来的优秀作品都被寄托了这样那

样的情感。当这些情感表达达到一种境界时，让作品变得有血有肉，

让人感动。在绘画中，艺术家通过仔细观察生活将自然真实转换

成艺术真实，当然最好是能够去画自己感兴趣的，不然难免会缺

少激情。

在艺术史中，风景画题材一直是表现自然的重要手段，尤其

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自然环境愈加恶劣，人们心系自然的

情感也越来越浓厚，风景作品充斥着我们生活周围，特别是我们

周围的画廊，美术馆或者电影中都有风景画的影子。人们对于风

景画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所以作者认为进行风景画的研究不仅具

有理论意义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六、结语

总之，风景画一直都在被艺术家们喜爱，它也一直在绘画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是艺术家为之努力的话题。在具备了专业技术

和理论支持的情况下，还应该发挥我们个人独有记忆与经验，形

成自己个性化的风景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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