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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人体写生中风格的形成

谭丽娜

长春大学美术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素描人体写生中风格的形成要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也即艺术家在素描人体写生个性的具体表现，是由民族、地域、

自身才气、艰苦的学习实践等因素构成。多种因素在实践中相互交织，按沿隐以致显，因内而符外，的艺术规律走。在画

者的描绘实践或作品中呈现了作画者的独特个性，而显出表现性差异，在辅以不同造型的功底画面会形成千差万别的效果，

艺术才有异彩纷呈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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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曾说“既是艺术家，他就是创造者。风格是创

造的结果，是艺术家的艺术走向成熟的标记，它显示了画家

对生活中的美有自己独特的发现，独特的感受。并以独具特

色的艺术语言及表现方法显示出来，其作品应有了自己独特

的面孔，才与其他画家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但不少画家的作

品，似乎有了某些特点，都因缺少独创性，其面孔既像张三，

又像李四互相重复，从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所谓，

平庸的风格贵在独创，因为，给他的版图添加了新的省份⋯”

独创性风格，正因为他开拓了人类审美的新领域，才更具有

审美价值。对于艺术家来说，风格就是生命风格的探索就是

艺术家终生为之奋斗的艺术理想。在素描人体写生中同样存

在风格问题，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一、风格的形成

素描人体写生中风格的形成首先要有大量的写生实践

积累和画家自身的感受相结合形成。即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

相辅相成最终形成风格。不论是什么画种的艺术风格作为艺

术表现形态就像人的气质风度，是通过特有的气质状态自然

而然在外部表像中显示自身的内在特征，风格的形成有其客

观因素及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艺术家虽然是用笔在描

绘视觉所看到的事物，但 对于艺术家来说，其本身就是客

观世界的一部分，它不能脱离自身存在的审美修养，地域风

尚，民族喜好，人文精神，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同地域、不

同种族、不同性别、提笔所描绘出来的素描人体都会不尽相

同。这是他们内在骨子里潜移默化形成的。追诉毕加索绘画

风格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风格形成的过程，不是简单

的一再求变而是自然而然的提高升华，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艺

术家要能按耐住痛苦和寂寞尽管他的才能如何超群，也不可

能逾越中世纪文艺复兴及 18 、19 世纪而凭空创立体派。他

是要有模仿描绘到主观描绘把形体分解的造型观念的转变

过程。

艺术家风格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我们无法想象离

开了生养他的土地，离开了民族传统给予的影响，会缺失

内在因素对风格形成的影响，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更为困难。

然而在相似的客观条件下，每个画者也会因为性格性情的不

同，专业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追求物象的体积感与质量

感，人体解剖和曲线美。有的画面以颤动狂放的笔触，抒发

激情，有的含蓄内敛，有的刻板木那等初步呈现出如此不

同的个人画面效果，其中风格的主观因素起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

所谓风格中的主观因素就是人本身，也即艺术家在素

描人体写生个性的具体表现，创作个性是由才气、艰苦的学

习实践等因素构成。性情所致，属先天禀赋，学与习是陶然

所至。实践中相互交织，按沿隐以致显，因内而符外，的艺

术规律。在画者的描绘实践或作品中呈现了作画者的独特个

性，而显出表现性差异，在辅以不同造型的功底画面会形成

千差万别的效果，艺术才有异彩纷呈的风格。在美术学院，

的素描人体课堂上我们往往能看到一群人在同时画一个模

特，又由同一个老师在上课，但画面表象都有多少的不同，

这就是风格的萌芽，虽不成熟但足以看出不同。既有接近现

代略显豪放的，也有倾向古典细致含蓄的，有灵动清朗的，

也有沉雄的有分量的，有的严谨，有的粗犷，也有的稚拙，

他们的作品无不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初始多是无意识状态，

自然的流露。使人见其画就如见其人，如果在素描人体写生

中没有自己的个性想法，就难以获得风格，因而认识与把握

自己的感受、个性是至关重要的。补充说一下这里的个性是

指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前提下。不是盲目自我，盲目个性。重

视审美意识，审美观念，适应写生绘画的要求。力求找到自

己素描人体写生中个性相符的艺术表象形式不断地探索道

路。不难理解，素描人体写生中风格是在写生实践中发展并

掌握，要百转千回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显现在你的面前。

由此可见，风格形成中，既受客观因素的制约，更有主观因

素在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就像高尔基说过，“人有一个任务

就是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对生活对人对事的主观态度。并用

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把这种态度表现出来。发现自己

把握自己的创作个性，并非易事，要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才

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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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仿对风格形成的作用

素描人体写生中风格探索的道路总是经历由初始的照

着画 - 理解着画 - 分析着画 - 掌控着画的思辨过程。曾有

先者说过“初学绘画，要求画有依据，和规矩，能完成后就

要追求一个奇绝的变化，此时难免，逐奇而失正，因此还要

有个，执正以驭奇，复归平正的过程。最后，达平奇相生，

文质相谐，物我化一的自然的境界。其中关键的一环是奇绝

的变化，否则便不能进入艺术的更高层次，也无从获得风

格。”此话我记忆犹新。其实还有人认为模仿是形成风格的

大忌，虽然对任何初学者来说，模仿是学习的必经之路，如

果只善于模仿就只能成为影子。但事物又是辩证相生的，模

仿又是形成风格的有效捷径，用的好，用的得当就会缩短我

们风格形成的时间。模仿只是风格的准备，必须经过自身的

蜕变，方能获得风格，不少画家勤奋专研学到的一套程式化

艺术语言，没有勇气踏出半步固守成规，尽管画出了作品但

不能引起审美的激情。先感染自我，方能感染他人。求变，

想画出一看就是某某画出的作品，带有主观符号性的风格，

硬想是想不出来的，只有破坏自己旧的绘画程式，合理借鉴

他人风格元素，走进去再跳出来，不断吸收才能长出新芽，

学习亦是一样。按照自我形成的特点，重新组合绘画中各种

元素，才能建立自己绘画的新风格。虽然这个过程很波折不

是所有搞艺术的人都能达到，但这是他们一直追求的企望。

在学习阶段，绘画面貌相差无几，在以后的不断实践中，不

断在专业上精益求精追逐个性，充分发挥自我的特点，才使

自己的画风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以相互不能替代的审美品

格，各自具备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强调风格并非否定传统，

否定师承，任何成功者都摒弃不了师承的积淀，才显得高出

一头。在叔本华论风格中提到，“模仿别人的风格就如带上

一只假面具，不管它如何精美用不了多久就会引起人们的厌

恶和憎恨，因此一张丑陋的活人的脸也比他强的多。”这也

是犀利的提醒我们不能简单的模仿，模仿只是我们追逐形成

风格前的一个过程或阶段，也是一个训练手段。它的作用不

可少，但不可简单生搬硬套。充分应用好模仿，学习百年艺

术历史长河中无数艺术家留给我们的艺术精粹。

绘画的发展史总是以独创性风格刷新传统不断跃入人

们的眼睛的，素描人体写生中风格的形成只是一个小屋见大

屋的探讨。由于素描人体写生是学习西方绘画高阶阶段训练

的必修课，也是我们搞架上绘画的必修内容，素描人体写生

表现出来的风格也直接会体现在创作中。今天新时代的中

国，互联网融入生活，人们的思想开放性大包容性强，思想

观念迅速更新，也冲击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同时也带来了艺

术家对彰显个性的自我放飞。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低沉

的，他们的出现各有其主客观的因素，也各有市场，艺术的

存在应是多样的不论以什么形式存在应予以尊重。不论何种

风格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一个时代的某一艺术风格独立存

在。各种不同风格流派，他们都以另一方作为自身存在的条

件，在相互比较相互依存，相互映衬，相互影响中取得取长

补短，在对立斗争的过程中带来风格的丰富多样，并促进着

风格流派的不断发展演变。今天艺术家对于创作个性的解

放，大胆尝试，我们在素描人体写生中更需要广阔探索，允

许进行各种艺术实验，争取多出有示范性的艺术精品。

三、独创在风格中的重要性

在素描人体写生中大都用写实手法，对模特写生，也

有少许背离的轨道但也都是具象绘画。在扎实的基本功训练

里寻求风格更是难上加难。有的人尝试摆脱用陈旧的造型语

言描绘物象，一味求变而忽略根本。即使对对象在现代也缺

少立足的根基。各自从不同的基点出发，开掘着自己的美学

领域。风格的形成有其主观客观的条件，他既非凭主观任意

表现的作风，也非靠模仿风格，风格模仿是三个不同概念，

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强调独创并非可由画者的癖好肆意拼凑绘画语言，任

性画出的所谓风格。在素描人体写生中有些画者会在某些因

素中发现与自己绘画个性相符的绘画语言与表现方法，可以

大胆尝试留有初心。风格是主观客观融合一致的产物，是由

外在内在共同作用产生的。是以画者心灵为出发点通过画者

的手描绘创造的亲切作品，不是从外面撮合混搭而成的。艺

术体现精神，黑格尔说过，“如果脱离了客体一味穿凿取心，

即使装饰的再漂亮也是没有灵魂的躯壳。风格并不是安装在

思想情感上，没有生命的面具，而是含着无穷意蕴，由内在

灵魂产生出来的生动的面孔。”风格并不是闭门造车，要有

专业能力的积淀，放开眼界广泛的阅读，悉心揣摩，大量实

践试验，中西绘画理念融合，自身修养的完善十年如一日的

磨砺才会形成。为寻找自己的个性语言许多艺术工作者用一

生去探究，能否成功还是未知。但他们一直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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