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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卡具象绘画语言研究 
霍苗苗 

（新疆艺术学院） 

摘要：在艺术发展多元化的今天，具象绘画的意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画家身上有着各自的诠释。二十世纪初以色列重要艺术家
之一阿维格多·阿利卡，早期就以抽象画而闻名，而后受同时期艺术家及巴黎看展的影响，使他开始思考绘画的本质，意识到他所
做的一切没有和绘画本身联系起来，最终走上具象绘画，并坚持依据生活作画。本文是以阿利卡具象绘画时期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内在绘画语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阿利卡生平背景以及绘画风格转变缘由的介绍；第二部分是从构思、构图、
笔触和色彩四个方面来分析阿利卡具象绘画的独特之处；第三部分是通过对画家作品的研究，带给笔者艺术创作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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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阿利卡具象绘画时期的作品题材选取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

物，通过独特的绘画语言，融入自身的瞬间感受与真实情感，并赋

予表现对象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的是真实的自

我，是对生活细致入微的关注，是对生活的再次呈现，把事物描绘

的有生命力，让人们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受。因此，阿利卡具象绘

画语言的研究对创作者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对中国具象绘画的发

展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也对中国油画如何实现回归本土文化提供

了不少的启发，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阿利卡的生平背景及绘画风格转变缘由 
阿利卡出生于以色列家境清寒的犹太家庭，少年时经历了二次

世界大战，以及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偶然间父亲发现他对艺

术有极大的兴趣，为他买了三卷世界史，以此来支持他的兴趣爱好，

这也直接影响了他后来对美术的追求，尽管家庭普通但并没有让他

放弃追求艺术的道路，反而造就了一位如此优秀的艺术家。阿利卡

早期以抽象画闻名，在画面中运用大量的黑色元素，并从中可以看

出清晰的笔触，以几何形式归纳画面，给人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

在抽象艺术上的成功并没有使阿利卡停止对艺术的无限探索，1965

年，他在法国卢浮宫参观了文艺复兴时期卡拉瓦乔的画展后，内心

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逐渐意识到虽然他在抽象绘画有较高的成

就，在欧洲也有很好的商业市场，但他所做的这些抽象作品只是在

重复同一种形式，并没有和绘画本质相联系。因此，他开始反思自

己的艺术道理，最终，毅然决然的走上具象绘画的道路，并围绕生

活作画，关注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一角，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把对象表

现的富有生命力，也表达了画家自身最真实的感受，正所谓法国著

名雕塑家罗丹所说的，“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 

二、阿利卡具象绘画语言分析  
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出现了各种艺术流派，在这个百花争艳的时

代里，阿利卡并没有被他们所影响，而是坚持具象表现绘画。阿利

卡具象绘画时期的作品多选择生活中的平凡事物，例如一双鞋子、

三件衣服、画室一角、一把勺子等，题材、视角、画法上都看出画

家以最纯粹的心态描绘身边熟悉的事物，给人质朴和亲切之感，这

也是画家一直以来遵循的原则。阿利卡具象表现绘画无论是从视

角、构思、构图、笔触还是色彩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正是这

些特点丰富了阿利卡作品中绘画语言的表达。 

（一）视角与构思 

阿利卡具象绘画时期的作品给人很亲切并且视角尤为独特，早

期的抽象绘画到具象绘画转变时中间经历了大约八年的水墨画，为

之后具象绘画的开始打下很好的基础，他在绘画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的原则是一幅画一旦开始，就必须当天完成，绝不允许拖到次日，

因为这样会耗尽刚开始的那股激情和敏锐的洞察力，构思好之后，

直接在油画布上从一个点开始，逐渐地向四周扩展。例如自画像（图

2-1）中，阿利卡没有选择最常规的视角，人物直接放在画面中央，

而是把人物从画板的一侧伸出，表示自己正在作画的一个瞬间，眼

神正望向描绘的对象，给人言外的联想，人物的占比在整幅画面中

不到四分之一的面积，但这也不影响画面主体的呈现，画面中出现

的画框刻画的细致入微，木条与画布材质上的不同，用笔也不同，

框条结实有力，画布紧绷在框条上，但又有布的质感，人物神态捕

捉的瞬间性，没有把五官刻画的板板正正，眼神直勾勾看着斜前方，

嘴巴微微张开，这种巧妙性也是画家早有安排，穿着深色的上衣及

裤子和画板的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瞬间的表现看似轻巧，实

质上画家也经过一番构思。 

 
自画像 图 2-1 

自画像图 2-2 中，也是同样的布局，阿利卡没有将人物的另外

一只胳膊放进画面，使观者会联想画家正在作画，并且画的内容又

是什么，人物表情以及左手的刻画就像是一瞬间，画家看到新奇的

事物，表示很惊讶，这样独特视角的捕捉在阿利卡的画面中经常出

现，也反应了画家对自己“记录式”思维的坚持。 

 
自画像 图 2-2 

（二）构图  

除了“记录式”思维，阿利卡具象绘画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构

图上，画面的构图布局是艺术创作的基础，阿利卡的构图简单且值

得推敲，在他的作品中，大多采用简洁明晰的构图形式，巧妙的将

眼前所看到的事物转化到画布上。例如《有松节油瓶子的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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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画面中用到的几处重色巧妙且合理，左上角呈梯形形状

的黑色被桌面上墨绿色颜料的白色盖子所打破，画面中间又出现一

个较小的黑色瓶，以及右下角这个带有黑色瓶盖的玻璃瓶，这几处

黑色的运用很巧妙，把观者的视线紧紧围绕这个画面在转，最终视

觉点又落到画面中间的黑色瓶上；左下角呈现大块的白色素描纸，

纸上画了小小的铅笔头像，也打破了大面积白色的单调。画面中不

管是色彩的归纳还是物像大小的摆放，这些看似不经意间的组合，

恰恰是画家经过深思熟虑的打量，才形成了协调的画面效果。简洁

的构图形式正是画家作品中“语言”的体现，更能通过作品看出画

家纯真朴实，热爱生活，画面构图也为之后的塑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松节油瓶子的桌面》图 2-3 

（三）笔触 

用笔作为一种绘画语言，可以体现出画家独具个性的一面，也

是传递创作者情感表达的媒介。在西方绘画中多出现两种绘画笔

触，一种较为平整、均匀，用它表现出的艺术作品偏向写实、真实；

另一种则是由于颜料堆积厚重，肌理感较强，画面呈现相对饱满，

给人以狂放、激情澎湃之感。而阿利卡的作品中用笔多采用硬毛油

画笔作画，薄气中带有轻松感，可以看出画家运笔的自在，常常以

“拉”和“揉” 的手法居多，很少用“点”，薄薄的颜料以及清晰

可见的笔触透出画布的底色层；例如在作品《西红柿和黄瓜》这一

静物中（图 2-5）中，物体的投影属于重色层，为了不让深色 显得

闷，阿利卡用硬毛油画笔作出笔刷的痕迹，使其通透灵动，画面中

大比重的红色中带有橘黄色，能够看出笔触沿着西红柿的内在结构

在运转，绿色的黄瓜在画面中也没有很跳跃，纹理感表现自然，亮

面夹杂着暖黄色，使整个画面协调。笔触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画家作

画时的心境以及性格特征，在阿利卡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心思细腻、柔中带刚的男子。这种笔触和中国画中的“皴”法有些

相似之处，给人一种画面薄薄的透气感，这种薄而通透的用笔节奏

也自然而然成了画家作画的特色所在。 

 
《西红柿和黄瓜》 图 2-5 

（四）色彩 

阿利卡具象绘画时期的作品看似简单还在于画面中色彩的使

用，画家可以用最基本的三四种颜色表现出如此变化丰富的画面效

果，他的画室采用自然光线，为了降低周围其他色彩对画面造成的

影响，就像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一书中提到“画

家在运用色彩时并不是根据色彩是否真实与自然，而是因为它们对

某幅特殊的画面是必要的”。在阿利卡的作品中总是给人以生动愉

悦的心情，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画家在面对眼前想要表现的事物

时，对色彩做了归纳，秉持固有色的原则上，使整个画面和谐。例

如阿利卡于 1984 年所画的《三件衬衫》（图 2-4）中可以看到，画

面中的衬衫色彩构成简单，自然整齐的叠放在一旁，只运用了红色、

蓝色、黑色，并依次平铺于桌面上，周围的空白之处则用浅浅的黄

色，突出三件衬衣基本结构的同时，也让画面显得透气，经过画家

处理后的画面有了强烈的趣味感，画面每个物体的占比根据不同的

色彩表现的并没有使人感到失衡，深黑色和纯度较高的红色平衡着 

 
《三件衬衫》 图 2-4 

画面，中间则是淡蓝色的衬衫，画面中主体色彩饱和度较高，

使整个画面给观者带来一种不言而喻的氛围感，同时也给观者一种

平和的视觉感受，简单又不忍让人深思的画面。    

三、阿利卡作品对艺术创作的启发 
关注生活的真实是阿利卡在具象绘画时期始终坚持的创作准

则，通过对周围平凡事物的关注，把平淡无奇毫无生命力的事物刻

画的独特且有生命力，耐人寻味，借鉴作品来表达丰富的现实生活

感受，也表达作者对绘画本质的理解，对绘画创作的理解，画面中

一把勺子、三件衬衣都是对他当下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在艺术

创作中，时刻保有纯粹之心，不被身边多余的事物以及风格所影响，

画面就是自身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从生活中找到最有感触的绘画题

材，用心去营造画面，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绘画语言。 

结语 
阿利卡在具象绘画时期的作品不但展现了自己所看到的事物，

同时也展现了画家独特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在证实他超群技巧的同

时，也证实了其创新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从而更好的

指导创作者的艺术实践和审美价值。为笔者创作与实践提供了积极

有利的帮助，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表现真实感受而创

作，画画语言也不是说找到一种风格，而是找到自身想表达的内

容，自然会形成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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