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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意义的现实

1984 年，“北方艺术群体”在黑龙江省文联《北方文学》

杂志社会议室正式组建。“北方艺术群体”的出现，给黑龙江

当时的写实绘画一种震撼的冲击，同时也带给全国一种理性的思

潮。他们所绘制的作品面貌或是宏大，或是以超现实的形象展

示生命、时间与现实意识的悖论，总之所表达出来的观念都是

对现实存在的思考。王广义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极

地》系列特点是常以“抽象化”的人物形象、似云非云的悬

浮团块、空旷的大地、静谧冷寂的氛围来表现主题。这种抽象

化的形和精神透露出一种向上的、肃穆而崇高的超现实形态，

会使人联想到超现实主义代表艺术家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

恒》。如果说一个表现的是北方寒冷的“极地”生命、观念

的凝固；一个表现的就是时间、思想的凝固，但本质上都是用

超现实的手法试图在向观者揭露一种对永恒的艺术、崇高的精神

的思考以及对沉固艺术的批判。

当代黑龙江画家崔多的作品在吸收超现实主义理念的同时，

更融入了自己的风格，抒发了自身想要传达的精神思想和哲学思

考，充满了情绪化与超现实主义叙事的色彩。他的作品《一束光》，

画面笔触粗粝，以黄色为主调，颜色鲜艳，表达了神秘而热烈、宁

静而躁动的情绪，充满压抑感、焦灼感、本能的挣扎与祈望。表

现手法游走于具象与抽象的缝隙间，弱化或抽离造型。画面中反

复岀现的密集“耀斑”，表现出了最原始的自然生态。“耀斑”以

及人物眼中投射出的“光柱”似乎已经成为了崔氏符号，可以看

出画家把对外部的感受浸泡成了内在的潜意识“底片”。他在作品

中选择规避外部特征，忽视画面本身的边缘线，可以看出是画家

在描绘内心自由状态下的感念与抒发，只为了表现足够的自由。

同时，使作品充满了梦境一般的超现实主义画面效果。

张坤，是黑龙江优秀的青年画家之一。他的作品《都市夜景

系列》富有较为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自然流露的作画技巧。在他的

画面中都市夜景看上去如逆光摄影一般色彩斑斓。整体颜色在灰

褐色的背景下采用跳跃的色调，对比鲜明，形式上富有动感。画

面中笔触也奔放而强烈，同时在绘画表现上不拘泥于对物象的客

观描绘，而是着重强调主观想象，使之画面充满光怪陆离的奇异

浅析黑龙江油画中的超现实主义元素

王妍冰
江苏省高邮中等专业学校，中国·江苏 扬州 225600

【摘　要】纵观达利、马格利特和马克斯·恩斯特等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总结出一些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代表特征。本文主要
是就此特征来论述黑龙江油画所包含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内容。在进行分类论述的时候，可以发现许多油画作品中所包含的元素表现
为一种或多种。但为了较为明确的阐述，故而取其最为明显的元素特征进行归类。

第一个部分为无意义的现实。这一节中所包含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更多的是通过“超现实”、“超理智”等揭示艺术家自身对当时
社会中某种社会状况的反思以及不满、对现实的某种批判以及诉求；第二个部分为矛盾的空间。此特征往往是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
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因为它可以使艺术家在创作时摆脱现实的特定规律及束缚，解放艺术家的创作思维；第三个部分为肢解与拼合。
这一节中油画作品的超现实主义元素体现为将两个及以上完全不可能共同存在的场景通过想象拼合在一起或使用一些外部装置通过
艺术手段关联在画面上，为作品服务。

【关键词】黑龙江油画；超现实元素；多元化

感觉，这一点与崔多有着不尽相同之处。

2　矛盾的空间

矛盾的空间是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艺术

家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结合自由的想象，把矛盾的空间设置

成为表现精神世界的工具。这种方式是以自我的感受做为依据，

所体现的往往与有科学根据的自然时空相悖论，目的是开展精神

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探索。特征为无重力、多重力的人物形象或

经过艺术加工后夸张与变形的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物体形象。例如

达利的《丽达与天鹅》，海水好像漂浮在画面的中心，美丽的

丽达没有支撑点却可以稳坐在画面上。从反射的倒影也可以看出

画面上的大小石台、三角尺、以及原子、蓝色的水滴等，呈

现出的都是无重力悬浮状。

薛治国是一位艺术作品高产的油画家，在黑龙江美术发展史

上享有盛誉。他的作品《界河》坚持用传统写实画法表现对家乡

的黑土情怀，捕捉对新生活的感受。作品主题鲜明，充分体现艺

术创作者执著的品质与厚重朴实的艺术手法。但其中也不乏创新，

在《清风》中首次选用一片茂盛的白菜地代替了辽阔的黑土地，象

征生命的绿色也表现了昂扬的生机，但最吸引人目光的却是画面

正中心漂浮着的悬空白菜，试想白菜又怎么可能不受重力的束缚

漂浮在空中那？可想而知这是一种观念性的突破，画家已经不仅

局限于传统的写实绘画表现了，更多的是选择融入超现实主义元

素乃至多种多元化形态为作品服务。

高岩的作品《梦回呼玛河》，虽然题材上刻画的仍是少数民族

的风土人情，但也使用具有超现实主义的元素特征融入画面。在

作品中，正前方描绘了五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物形象，但正

空中却漂浮着一个航行着船只的老人。画家在对老人的刻画上描

绘的虚无缥缈，仿佛将实体与梦境融为一体。作品的创作内涵更

多的可能是逝去的老人在指引着年轻的人们前行，代表着方向与

力量，是表现此类题材的新尝试。

现任教于哈尔滨学院的杨剑涛老师也是黑龙江当代油画发展

的中坚力量，《呼兰河魂——萧红》是杨剑涛为“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第二届黑龙江省

油画作品双年展”所作。在这幅作品中画家充分的运用想象力



218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2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将萧红这一人物形象刻画成灵魂的样子，无重力般漂浮在空中，

同时背景飘浮着无数的孔明灯，营造出了一种超现实主义梦境般

的画面。

3　肢解与拼合

赵宪辛，是我省“走出去”的重要画家之一，创作研究

主要集中于素描方向。在为数不多的油画作品《都市自由人》

中，他选择将冬季的都市作为描绘对象，采用了矛盾空间及重

置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将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融合在一张画

面上，人物则漂浮在画面的正中间。这样的构图方式和题材在

当时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但画面的创作手法却是写实的，这

也可以体现出画家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仍然吻合着时代的

脚步在思考以及创新。在画面内容上，弥漫的积雪，老旧建筑

的厚重颜色，漂浮着的戴眼镜的知识青年，这三者的构成又让

人感觉到一种在都市生活的无力感，不由产生一种思考，都市

自由人你是在挣脱一种束缚么？

油画家张仲达，早年一直致力于风景画的写实技法研究，

以扎实的写实功力广受好评。但是画家灵活多变的人像变形技巧

也值得观者深入研究。早在1985 年，作品《哈哈镜》就反映

出画家以事无巨细的写实手法对自身人像变形描绘的重要探索。

这幅作品画面个性鲜明，极具视觉张力，是画家对当时中国美

术思潮的反思。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鼓舞、激励了许多黑龙

江艺术家的思考和创新。后创作于1989 年的作品《我》也是

诸如此类的艺术作品，在这类作品中观者可以清楚的看到画家高

超的写实技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超现实”、“超理智”的表

现技巧。首先，画面中描绘的人物形象无疑是画家自己，他悬

浮于空中同时也超乎现实的生长出八条手臂，且每一只手臂上都

拿着类似于书本、铲子、镰刀、画笔等物品。在生活节奏越

来越快的都市下，大众也无可避免的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角色，

就算画家也不例外，在进行绘画创作的同时也可能从事纷繁的劳

作。其次，画面背景上方可以看出绘画的是延绵不绝的山脉，

下方却是城市高耸的楼盘。画家运用熟练的绘画技巧精心刻画了

如此充满荒诞的场景以及离奇的形象和细节，使之透露着一种城

市的压迫感。这样一种类似于幻觉的画面构造，令观者体验了

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也许这就是超现实主义的魅力所在。

 现代城市发展对老城区改造的现象，促使人们从城市发展

的角度做出思考。画家薛超一直生活居住在哈尔滨，作为故

乡，他对黑龙江怀有独特的情怀，近年来也创作了一系列主题

城市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建筑保护的深入探索与研究的

作品。在《故城碎月之中国大街》中他将对哈尔滨老城拆迁的

感伤情绪与超现实主义空间组合重置的元素相结合，不仅体现出

画家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更体现出哈尔滨独特的悲情色彩。他

说：“怀念老哈尔滨不是怀念它的建筑样式,而是怀念栓在建筑

之上的岁月,怀念那些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怀念笑脸,怀念一个中

国人的质朴时代”。

4　总结

首先，传统写实绘画总是竭力刻画真实的场景，并让观者

清楚的理解画面的前因、后果与联系。“无意义的现实”中的

作品却不同，画面所描绘的事物或场面虽然也与现实生活有着不

可分割的联系，却极力隐去“现实”所蕴含的主题和内容，成

为了“无意义的现实”；其次，“矛盾的空间”作为一种绘

画元素可以说是超现实主义的代名词，在众多超现实主义作品中

都可以看到其明显的踪迹，因为它可以完美的诠释超现实主义所

强调的“超现实”、“超理智”宗旨；再次，无论是人体的

刻画还是场景的配置上，传统写实绘画都是以忠于对现实中事物

“合情合理”的完整性描绘而作为绘画标准的。但第三个部分

“肢解与拼合”中的所有作品特征都与之相反，也可称为故意

反其道而行，主要表现为将多个现实场景或物象拼接组合成为一

个象征单元，申明作品的主题和含义。

以上阐述的包含超现实主义元素的黑龙江油画作品，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超现实主义的形式上的手法，但是所呈现的主

题内容一般并不是非理性的梦幻世界，而是有其明显的逻辑观，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艺术家对优秀艺术文化的吸收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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