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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骨油画作为一种新的绘画语言形式，是将中西方绘画
技法相互融合的充分表现，李秀实先生自学画以来，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其墨骨油画风格的作品均呈现了极具东方化、民族
化的油画创作意境，与作家本人坚定实践中国“油画民族化”
道路分不开。就目前中国油画发展而言，不仅要吸收西方油画
创作技法，也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绘画艺术表现形式，继而
如何推动中国油画民族化发展是目前各相关人员需要考虑的
问 题 。

1　李秀实墨骨油画风格特点分析
李秀实先生墨骨油画风格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创作过程中运用油画本体语言。通过油画的媒介、材料等
物质载体来表现油画本体语言，质感鲜明、特有色彩感以及强
烈触感是油画本体语言明显特征。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在科学
技术支持下，丰富了绘画材料运用形式，推动着油画艺术家对
个人油画本体语言的探索。李秀实先生在创作过程中，基于油画
本体语言，在油画中融入了中国画用笔，规避了一味使用油画材
料对中国画进行表现的问题。墨骨油画系列作品的油画本体语言
的运用主要呈现在整体画面的肌理上，通过中国画的笔法融合运
用，让画面中色彩关系更加真实，极大地增强了油画作品画面表
现力[1 ]。

二是，创作过程中与中国画语言的融合。笔墨技法是中国画
语言所强调的重点，同时作为艺术语言表现重要组成一部分，李
秀实先生的墨骨油画系列作品中，将中国画的笔法融入油画创作
中，以“骨法用笔”这一国画表现形式来塑造西方绘画技法中的
形体，充分显现了中国画线条的独特美感。李秀满先生在运用“骨
法用笔”进行线条造型时，其中也将书法写意性、抽象性强烈表
现出来，虽然墨骨油画作品中并没有对具象性处理画面，但却利
用简单的绘画元素将所绘画的物体特点完全表现，加上作家本人
思想的融入，进一步上升了油画作品创作高度，画面场景更加丰
富。李秀实先生墨骨油画系列作品将东方书画传统要素与现代厚
重反复叠加的油彩深度融合，既凸显了油画作品画面肌理感，又
兼具中国画墨线造型的写意性及抽象性。

2　李秀实墨骨油画语言形成受到哪些影响
2.1环境影响
李秀实先生自幼喜爱十分喜爱中国画，深受中国书画影响和

熏陶，墨骨油画作语言的形成与此方面有着必然联系，中国书画
的绘画技法对其有着较深的触动，通过对山水画进行临摹来体会

“骨法用笔”奥妙之处，为李秀实先生持续探索墨骨油画语言表现
形式奠定了基础。幼年时期研究与学习文人笔法，在加上长期受
中国书画熏陶，使得在后期油画创作中开始尝试将中国画的笔墨
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绘画语言。

2.2师承影响
李秀实师承民族画家董希文先生，在其老师绘画风格、创作

理念的影响下，让作家本人在后期逐渐树立了多样化创作艺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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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念，可以从近期墨骨油画作品中发现李秀实先生对中国画特
点的呈现。董希文先生对学生的教育，既要学习与掌握中国传
统艺术，也要具备“兼容并蓄”的思想观念，吸收西方多种艺术
风格，注重学生艺术个性培养，在油画创作中可通过多样化艺术
语言进行表现，不要局限于传统绘画形式[2]。正是受到董希文先
生教学主张影响，才将印象派色彩作为墨骨油画创作中始终贯穿
画面整体的色彩，推动着李秀实作家本人向“油画民族化”探索。
在作品画面内容设置、色彩设计均有中国情调和意境的体现，与
中国书画的笔法融合，让墨骨油画系列作品将中国文化内涵以更
加深层次的方式来呈现，也为李秀实先生墨骨油画语言成熟化发
展奠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从墨骨油画语言形成过程中解析李秀实油画作品
3.1墨骨油画语言前期阶段性探索
从现代中国美术发展情况来看，“通变”是一直存在的核

心问题，美术谈论与实践过程中，人的立场、位置及观念不同，思
想与文化相互碰撞，推动着中国美术革新，其发展过程也可以看作
中国美术通变过程。在此时代背景下，李秀实先生作为民族画家，
其自身艺术语言也来源于通变艺术，可以从李秀实先生的创作经历
看出，个人创作风格的转换。墨骨油画语言的形成基于油画自身特
性再将中国画“骨法用笔”融合，灵活运用印象派等近现代色彩，
其创作的作品不仅将中国气息完美呈现，也兼具西方现代色彩韵
味。下面将依次阐述李秀实先生如何在前期阶段性探索过程中对墨
骨油画印象派及现代色彩融合运用：

主题性写实人物画创作。历经多年发展的新中国油画，被不
同时段的历史环境所影响，艺术家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将时代特
色鲜明的呈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是李秀实先生创作主题性
写实人物画的第一阶段。受当时国家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影
响，再加上中苏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油画在中国油画艺术发
展中有着较大影响。于1959年，李秀实进入老师董希文先生第三
工作室，系统性的接受写实油画学习，是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培
养对象，此阶段让人最为印象深刻莫属于李秀实先生创作的《万
里长江横渡》及毕业作品《晨》。李秀实先生将《万里长江横渡》
献礼新中国成立10周年，作品展出时，其引起的社会反响十分强
烈，评为可与当时美术界诸多知名艺术家作品并列的优秀作品。

《万里长江横渡》参考图1。
《万里长江横渡》描述的是毛泽东在 60 岁高龄时横渡长

江的事迹，作品画面运用温暖性的银灰色调，再加上天空中几
朵祥云的描绘，让整幅作品极具表现力，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
动，雄伟的气魄被展现的淋漓尽致。创作过程中，打破原有常
规画幅构图局限，其目的想把江面的气势、画面的气韵及作者
观念、画中人物的心理感应充分表现，进而选用1：3比例的横
幅，岸边拍起的浪花与逆光中的领袖和青年所构成的画面中色
彩被处理成暖色，与天空冷色形成对比，油画语言特性被呈现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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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作为李秀实先生毕业作品，可以从作品中看出，当
时苏派画家对这一幅作品的影响，描述了清晨天安门前人们骑车路
过的场景，天空运用浅蓝色处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均
被处理成浅黄色，富有诗意的冷暖色对比，让整体画面极具动感，
将生活的朝气充分表现，同时也从侧面将具有严重肃穆的英雄纪念
碑和普通生活场景联系在一起，画面形式感显现而出[3]。

艳丽灿烂、清新淡雅等均是中国传统绘画中较常运用的色彩，
艺术家马克西莫夫则是认为不能单纯通过颜色描绘，而是将物体的形
运用色彩来表现，碍于色彩观差异性，就李秀实先生而言，如何将色
彩合理化表现是最为紧要的问题。期间也受到老师董希文先生影响，
在后期的创作中，也尝试下融入印象派色彩，如《风景速写》这一幅
作品，将光色客观规律极为鲜明的体现，具有印象派绘画风格，整体
画面光感强烈，主要依托于画面中亮部与暗部的冷暖色调互补，但此
幅作品在当时并不受欢迎。接触与认识印象派色彩，与中央美院学习
这一阶段有着关联，中央美院全面学习苏派绘画表现形式，其中印象
派具有一定资产阶级性，在当时极为政治敏感的时代，艺术问题总会
被上升至政治问题，李秀实先生作品中较少出现印象派风格画作。通
过对上述几幅代表性油画作品解析，这一阶段仍以写实人物画的表现
为核心，侧重画面内容刻画，将人物的真实面貌、真实场景作为进行
深入创作的基础，打破了传统固有色绘画局限，将物体间有着相互影
响的色彩关系融入画面中，呈现油画作品真实性，同时印象派色彩也
被李秀实先生无意识的运用到绘画创作中。

3.2墨骨油画语言初步探索
早年间，李秀实先生曾经尝试将油画笔触与中国山水画的皴

法结合在一起，此阶段是中国画墨线在李秀实先生油画作品中最早
出现的时期。从《黑龙江金秋》与《北疆秋阳》这两幅油画作品可
以看出，李秀实先生坚定了国画笔画的融合运用，主要以勾皴笔法
运用为主，墨线在画面中起到了将物体明暗体积进行突出的作用。

文革时期，李秀实先生针对绘画创作，并没有局限在任何派
别，尝试以多种画法进行绘画创作。因师从董希文先生，被长期
熏陶中国油画民族化创作理念，进而在后期绘画创作过程中，在
油画表现中融入中国山水的皴法。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莫属于

《长江三峡》。虽然李秀实先生对各流派的画法均作了尝试和摸索，
直至1978年，李秀实先生受到国画家魏紫熙老先生影响，将国画
用笔融入在《黑龙江金秋》与《北疆秋阳》油画作品创作中。从
表面上看，二者题材无本质区别，均以黑龙江秋天山水景观表现
为主，现今被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这两幅油画作品是李秀实先生
最早将勾皴笔法与油彩相结合的画法尝试，也是一次成功性的尝
试。相较于已经成形阶段的墨骨油画作品，《黑龙江金秋》与《北
疆秋阳》油画作品注重画面空间呈现，表现物体明暗体积，勾皴
笔法在油画作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色彩造型作用。

3.3墨骨油画语言形成
进入2000 年之前，从作品绘画形式上来看，李秀实先生的

油画作品已经具备民族化特征，画面中灵活运用具有重力感的墨
线，其造型上也产生了诸多变化，更加青睐以勾线与体面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形象
塑造，从侧面上将
墨线在画面中的独
立性极大地增强，
也标志着李秀实先
生墨骨油画语言的
形成。

对中国画神韵
的强烈探索，让墨
骨油画语言变得更
具张力，融合色彩
与墨线，以此来深图 1      《万里长江横渡》

层次探索中西方绘画风格。
油画创作中融入墨线已经较为常见，部分后印象派画家已经

理性认识到画面中墨线的作用。从近期李秀实先生墨骨油画作品来
看，普遍选择以墨线入画的创作形式，将线在画面中的地位突显出
来，同时将较为常见的国画语言通过油画材料进行表现，如积墨
法、浓黑厚重等，虽然墨线在画面中较为浓重，但却给予观赏者极
为和谐的视觉效果，李秀实先生改变了墨线原有被动式表达作品内
容，在融合多种画法的墨线，不仅被赋予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也起
到扩展线条在画面中表现空间，充分利用线条特有的抽象表现力，
以此来达到提升油画作品画面内容丰富性、感染性得效果。

于2001 年创作的《龚贤笔意》油画作品，可以看出李秀
实先生在此幅作品中对油画技法与笔墨的融合运用，通过厚涂油
画颜料让画面产生肌理感，吸引观赏者关注作者在画面中对墨线
的表现。中国画的墨色利用油彩中黑进行替代，将具有表现性的
墨点和书写意味的墨线在画面中表现，灵活穿插多种绘画技法，
与画面中其他颜色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真实的色彩关系，增强
作品画面在平面空间上的节奏感。

自2010 年伊始，李秀实先生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加强画面
中色彩的表现力，色彩运用是李秀实先生近期油画作品创作着力
点，突破传统固有色、条件色束缚，注重色彩语言对作家个人
艺术情感的表达，通过色彩把人的视觉感知和内在心理联系在一
起，让观赏者真实体会现实生活情怀。日渐成熟化的墨骨油画
风格，将早期笔法原有的外形纯粹写实进行打破，在画面中只
融入从复杂事物中所提取具有意识的元素符号，转换成具有个性
化的油画语言，从而让油画作品的画面更加张力，作家本人内
心及情感需要均被画面中的色彩充分体现。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解析李秀实先生墨骨油画作品，能够看出李

秀实先生对中国油画艺术风格探索的坚定，从前期阶段性探索到后
期日渐成熟，为中西绘画艺术融合开辟了新的道路。就目前中国油
画发展而言，应遵循李秀实先生敢于探索的精神，践行民族化油画
创作道路，尝试与融合各派别多种画法，逐渐形成极具中华民族特
色的油画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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