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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当代中国具象水彩画中的重构方式》 
陈家玥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自十八世纪初郎世宁来华将水彩画带入中国，水彩画扎根在中国已有百余年。西方水彩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
展现出了独具魅力的中国韵味。经过中国水彩画家们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在表现形式上逐渐摆脱“小品”的刻板印象。从客观的
具象写实发展到主观的具象重构，水彩的表现形式逐渐丰富了起来。在当代中国水彩画的发展过程中，运用具象重构表现手法的水
彩画作品使得水彩风格更具多样性。对客观物象进行重构来表现的绘画作品，在表现自身情感的同时丰富了水彩的表现形式。本文
从造型重构与时空重构两个方面对当代中国水彩作品中的具象重构方式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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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彩从具象写实到具象重构 
具象绘画发展至今一直是重要的绘画表现方式之一，具象绘画

的发展经历了由具象写实到具象表现再到具象重构三种形式。水彩

在艺术的发展洪流中也表现出由具象写实到具象重构的形式变化。 

具象写实是指对物象进行客观的再现，力求反映出事物原本的

自然属性与存在形态，具有再现、写实的特征，是以“模仿自然”

美学观点为依据。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从自然之中寻求美的美学观

念，达·芬奇认为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要真实客观地反映事

物的色彩与形态。德国画家阿尔布莱特·丢勒是世界上第一个公认

的水彩画家，他的作品《小野兔》充分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

绘画的艺术理念。丢勒为了完成这幅作品，以科学的视角对野兔皮

毛的生长走势进行研究，细致的描绘出光源映射在兔子身上的明暗

变化。他的作品用水彩和水粉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客观写实的动

物、植物，以严谨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表现，由此可见对于自然生

命的敬畏之心。  

具象表现运用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与主观化的色彩，画家的主

观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摄影技术在 1839 年诞生，这对于现实主

义画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画家们从自然的观察者的身份中抽

离，转向自身主体情感的表达，引发了印象派与后印象派艺术思潮。

英国的浪漫主义风景画家透纳的作品在极具表现力的同时也不失

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对后期的印象派绘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

响。19 世纪末，以塞尚、梵高、高更为代表的后印象派画家问世，

他们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具象表现色彩，摈弃了传统的艺术表现法

则，将绘画表现的重心放在自身的主观世界。20 世纪初，人们开始

寻求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原来广受诋毁的水彩技法即将成为

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技法之一，实验和创新成为了时代的主题。1 这

一时代的著名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勒受弗洛伊德与尼采等

人的思想影响。他的作品十分强调人物的手部动态与面部神情，主

观造型意识强烈，色彩主观、单纯。在材料上他大胆进行实验，画

面中使用水彩与水粉结合的表现方式，将人物边缘线外用白色水粉

强调，更加突出了人物的动态。他对水彩技法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

画的地步，促进了水彩新的表现形式的发展。  

具象重构绘画形式是当代绘画创作手法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包

括造型重构与时空重构两种形式。“重构具有重合形象和重新建构

意向两层含义。是把两种或多种形象，根据内在关联，按照一定的

重叠组合为新的形象，从而产生新的意境。”2 利用分解组合、悖理

嫁接、重合并置等方式对单一或多个客观物象进行主观重组，从而

形成新的非客观的画面结构，为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概念与逻辑服

务，具有超现实主义绘画特征。20 世纪具象绘画发展出新的形式，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艺术家们通过运用具

象重构的艺术手法，将客观世界重新解构与重构，以一种新的绘画

形式表现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具象重构绘画发展到当代，在中国

当代水彩创作中得到广泛运用。例如陈流、邵昱皓、黄华兆等水彩

画家，在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解构

后再重新构建，使得作品彰显个人风格的同时也不失文化底蕴。 

二、当代中国具象水彩画中的重构方式 
1、造型重构 

造形的重构是指对客观自然形象的错位、变形、解构与重构。

在造形上对客观物象的自然形态进行主观改造，将客观物象进行解

构、夸张、变形，再进行结构上的重组。亦或是在造形上对客观物

象的自然原型行分解后与新的物象进行重组，使画面中的物象有新

的特殊结构。使得客观物象不再具有真实性，主观地构成有特殊意

味的形式，从而使得创作者的思想表达更为直接清晰。 

（1）分解组合 

将自然物象解构、变换后进行重组是造型重构的过程。在解构

与重构的过程中，画家会根据画面需要对于客观物象进行夸张、变

形，以求为画面所传达的精神内涵所服务。中国当代水彩画家邵昱

皓是一位注重传统文化与创新表达的水彩画家。他的水彩作品具有

大胆创新精神，在经历过传统水彩训的他练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

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运用特殊的水性媒介进行表现性探索，将中

华传统元素以新的形式进行编排，具有与传统水彩不同的独特风

格。他的作品《青花鱼》系列通过对鱼的形象符号进行抽离分解，

将青花元素与鱼的形象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具有文化底蕴与艺

术张力的青花鱼造型，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世界。如他所说：“青

花鱼系列，并不是一种客观真实的鱼，是一种文化嫁接的方式，它

的原始图像是来源于我的故乡对于鱼的一种感情理解。”青花的飘

逸之感与鱼的灵动相得益彰，再以水性材料表现，构成内容与形式

完美的契合。他的绘画作品围绕着传统文化元素以及对当代社会问

题的思考，使他的艺术具有很深刻的学术性与时代感。 

（2）悖理嫁接 

 
图 1 陈流《新贵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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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水彩画家陈流在他的水彩作品的中，善于将现实中的

具体形象加以自身的感悟与想象进行重构，创作出具有超现实美感

的作品，让观者感受到一种真实的虚构。他的《新贵》系列作品将

古典主义肖像画中的贵族形象与当代流行文化元素相结合。在他的

笔下，愤怒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委拉斯贵兹的《宫娥》、侧

目而视的《贵妇》等正襟危坐的贵族与其身上的流行符号细节产生

文化上的碰撞。例如《新贵之五》（图一），是画家对古典肖像画《教

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形象的重构。维拉斯贵支的《教皇英诺森十世

肖像》中的教皇正襟危坐，身穿富有光泽的僧帽和法衣，双目凝视

前方，嘴唇紧闭。画家精准地刻画出教皇在瞬间表现出的凶狠性格

与复杂的精神状态，带给观者强烈的肃穆、庄严之感。而陈流笔下

的教皇身穿有白色翻领的黑色皮衣，衣服上的现代流行元素装饰与

教皇的身份颇有悖理。这种古典形象与现代元素结合的造型重构手

法无疑在当代绘画中是新颖的。陈流将这种悖理产生的同时又向观

者展现出了他的幽默感。陈流在采访中说：“也许我的黑色幽默就

是在我无数次的失败、误读、错位中，逐步形成一种专属于我自己

的识别方式，去解读自己的遭遇与感悟。” 

2、时空重构 

时空重构是指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界限打破后，再以新的形式

重组的表达方式。画家将不同时空的定格画面以并置、渗透、拼贴、

错位等手法重新组合到一起，形成一种突破时空与维度的画面效

果。画家作画时或将物体错位安排在超现实空间中，亦或是将构图

的切割拼合成错位时空，创造出超现实的空间表现与视觉感官体

验。3 

（1）渗透与重合 

 
图 2 黄华兆《天宇》 

当代中国水彩画家黄华兆的水彩作品《天宇》（图二）为观者

直观地带来超越时空的视觉体验，画面中可以看到画家将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佛像、青铜器、书法、篆刻、明式家具等元素主观组合在

一起，通过每一个点的连接，可以看出画家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追

思细化至每一件物品，每一个符号语言。画面中的物象组合不只是

单一的以完整形态并置，而是虚实结合，以物象的局部或者碎片在

虚拟时空中相互穿插渗透，将水性材料魅力中的浸润、渗化、滴、

淌运用得恰到好处。一抹高饱和色彩将物象高度写实，与画面中的

大面积单色物象形成对比，这种构成式的色彩块面形成一种有意味

的构图形式。通过大写实与大写意的对比，丰富了画面空间形式感，

能够让观者在这个超现实空间中感受到沉浸式视觉体验。 

（2）拼贴与组合 

陈流在《浮生若梦》系列作品中，将处于不同时空的事物以拼

贴组合的方式呈现在一个空间里，使之主观上产生联系。在看似混

乱无序，没有明确主题和主体指向的画面中却清晰地表达着创作者

个人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在社会发展迅速的信息时代，陈流发现自

身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复杂、多重的，他将对生活的感受、

理解以这种方式将生活的碎片进行拼贴与组合，形成一种突破时间

与空间的画面，构成超现实画面空间。从飞禽走兽到鱼身人首的超

自然生物、从古典肖像画中的人物到游戏世界里的角色，在陈流的

画面里他是自由的也是复杂的。这种表现方式不同于其他时空重构

表现方式的是它能够摒弃主题性与叙事性，在有限的画面里承载着

无限的信息。在绘画形式上，画面运用装饰性构图与色彩，使得画

面具有极强的观赏性与趣味性，他将观念与技术相契合，用创作的

方式与自己的内心交谈。 

三、具象重构在水彩创作中的意义 

首先，具象重构水彩画创作的意义在于对水性材料的运用与探

索具有推进作用，进而拓展了水彩的表达方式。具象重构水彩创作

方式相比较传统具象写实水彩创作方式更能够激起创作者对水性

材料的挖掘与创作技法的拓展，创作出自然场景不具备的特殊空间

与材料质感。其次，具象重构水彩创作方式更有利于创作者内心精

神情感的表达。传统具象写实是对自然物象追求一种真实理性的表

达，遵循空间透视、写实造型的法则，对创作者内心的情感表达是

含蓄的，而具象重构创作方式能够突破造型、时间与空间，使得创

作者充分调动自身对艺术创作的自律性，让时空与造型为情感表现

服务。从而使得创作表达主观化，精神表达更加自由。最后，具象

重构创作形式更具超现实美感，让作品更加具有可读性。创作者从

现实生活中取材，将看似普通且毫无逻辑的形象与空间以出乎意料

的方式进行重构，产生超现实美感的画面效果。观者需要通过作品

的表层逻辑去深刻的体会与领悟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层面的思

想，与创作者产生潜意识的共鸣，这也是具象重构表现方式的耐人

寻味之处。 

结语 

通过对中国当代水彩作品中的具象重构分析，可以深刻的体会

到具象重构创作方式在当代中国水彩创作中的重要性。如今当代中

国的艺术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涌现出了各种以表现观念为主

的艺术流派。具象表现手法一直是水彩表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当代

绘画中具象重构表现方式运用广泛，画家们通过对自然物象的主观

处理再创造，对其进行解构与重构，用敏锐的观察与感知力捕捉生

活的细节，并将其融入主观情感表达，使作品赋予超现实美感，创

造出丰富而独特的审美价值。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水彩画家，以不断

丰富的形式与技法，创作出极具个人风格与时代特征的作品，不断

推进着水彩艺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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