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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与油画艺术的互通互异性研究 
侯伊宣 

（吉林动画学院  130013） 

摘要：漫画与油画同属视觉艺术且有共通性，只是作为两种独立画种的双方在美学语言上存在差异。在绘画实践中，我们常常

发现画家们往往把油画与漫画联系起来进行创作；而在理论上，却很少有人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过深入地探讨。事实上，二者有着

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漫画式”油画这种全新的表现形式，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通过夸张、变形、拟人等手

法，用漫画来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考，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它以拒斥厚重与严肃、

轻松愉快的题材、“漫画式”画面、平面化色彩、回忆童年感情、内容新颖等特点在青年艺术家群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并成为多数

青年艺术家抒发人生处境与感情的艺术表达方式。漫画与油画二者作为艺术表达绘画方式的一种，存在着很大的互通性与互异性。

绘画艺术都有共同之处，也各有特征性。而漫画相对于其他形式绘画而言，除了互通性之外，互异性更加有待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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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油画和漫画均为表现平面空间的艺术，均为平面画出某种形

状、体积、纹理、空间感等，它们所表现的艺术形象均属虚幻，仅

能在平面中欣赏。从主题的选择方面来看，油画作品和漫画作品对

于主题的选择二者也不存在根本区别。二者表达的主题都是极其宽

泛的，画家在创作时都会根据自己的艺术心理来创作。漫画是以逗

笑为主，具有很强的评议性。与漫画不同的是，油画则更多地注重

对生活中的客观现象和主观情感的表达，具有更加强烈的表现主义

色彩。因此，两者在审美趣味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区别。从方案选择

上来看，漫画的目的是要使人一目了然，而油画追求的是严肃认真

的态度，或表现对待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态度，或突出画面自身造

型特色和色彩关系。 

二、漫画与油画的特性 
（一）漫画的特性 

漫画是艺术形式之一，它的描写方式是非常朴素的。漫画的表

现手法主要有画中写画和画外写画两大类。画中写画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通过直接描写事物特征表现其社会意义；另一类则是通过间

接描绘事物特点表达其现实意义。漫画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夸张、变

形、拟人等手法来表现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除

此之外，还有纯粹为了娱乐而娱乐，绘制可以是纯手绘画也可以是

电脑绘画，这一点是油画不能比拟的。 

（二）油画的特性 

油画前身为 15 世纪前欧洲绘画蛋彩画，由尼德兰艺术家扬.凡.

艾克(1385-1441)在绘画材料和其他方面进行了改进，并发扬光大。

油画使用油画颜料或丙烯颜料，具有粘稠度大、覆盖能力强、品色

丰富等特点。油画中所用到的颜料主要分为三大类：即颜料类、润

湿剂和粘合剂。在油画制作过程中，对油画材料的选择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作画前准备工作。现代油画多使用亚麻子油调颜

料在加工过的布料或者木板上画，由于油画颜料干了以后不会变

色，所以各种颜色调起来就不会变脏，画家也能画出丰富而真实的

画面来。它以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各国人民，油画具有极高的艺

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油画作为一种外来画种传入我国已有二百多年

历史，但真正发展起来还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油画颜料具有不透明

性和覆盖力强的特点，因此在作画的时候能够由浅入深、层层遮盖，

让画面具有立体感。 

三、漫画与油画的表现形式 
（一）漫画的表现形式 

漫画既有讽刺又有幽默，既有悖缪又有逆向思维，漫画最鲜明

的艺术特点就在于它从丑陋的造型出发，但又已经得到了美的快感

终结，所以又有把漫画称为审丑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丑

与美一直相伴相随，并且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美是

丑的对立物。大家都知道，美丑对立，但它们却能相互转化。人生

之丑，与艺术之丑，既是一个不同概念，又有本质区别。现实生活

中恶念与丑行总深藏于美的形式之中，俗话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因此，我们看到的丑往往就是丑陋的形象。而艺术则不然，它将丑

作为一种形式加以表现，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独特的美

感特征。当丑陋暴露出来后，人便对它那漂亮的容貌有了反感之情，

于是美丽变成了丑陋。相反，艺术之丑则是艺术家经过艺术地加工

描绘事物主体，以一种丑陋的形式呈现出来，人对此丑陋形式进行

分析评判，并通过否定之美来实现对于美的确认，于是，就有了漫

画艺术审美趣味。 

（二）油画的表现形式 

油画不只是对事物、景物、人物的单纯纪录与表达，而要按照

创作意图，充分显示出它辉煌或暗淡的另一面，甚至简而绘就，以

突现题材为目的，甚至夸张而追求鲜明的画面。这是油画各个流派

所共有的特征，油画语言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表现性、象征性、

装饰性、民族性、创造性。它既要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又要求

画面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即生动性、灵动性。油画追求视觉冲击力，

同时又具有意境感染力。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学者对油画的意象表现进行过探讨。

但真正从艺术角度去理解意象却始于唐代张彦远。刘勰则认为“象”

即有作者情、意、贵的特定物象。那么究竟什么是“象”？我们今

天所讨论的“象”，融合了作者主观的感情，并且这种感情能够为

人所感知。“象”油画独属中国文化命题，西方则不存在这一观念。

中国“象”油画内在的内核在于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刻画，它不单纯

地写实，也不盲目地抽象。它要把西方“象”油画中所蕴含的“意”

转化为“象”。 

四、漫画与油画的艺术手法 
（一）漫画的艺术手法 

漫画通常是采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来组成各种画面组合来

表现作者的思想，而每种表达方式又有其特定的特点和作用。如果

不能很好地将两种以上的表现技法进行有效结合，就无法体现出作

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因此要想学好漫画还必须掌

握一些常用的漫画表现手法。 

1.夸张表现手法：在卡通和漫画中最为基础，也最为常见和普

遍的手法。它既可以是一种艺术手法，又可以是一种创作技法，夸

张就是把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东西夸大或缩小。夸张有多种表现方

式，如将事物放大是夸张，将事物缩小是夸张等。夸张旨在强调事

物本质的特征，让画面更加光鲜亮丽、特征更加凸显，让画面有一

种强烈的形式感、滑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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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的表现手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东西合在一起，

加以对比，使其形象，特征更光鲜亮丽地凸现出来。 

3.比喻的表现手法：用穷尽的东西比喻要说明的事和理，使所

要说明的事和理更加明了、光鲜亮丽、形象鲜明、富有实感性。 

（二）油画的艺术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艺术表现手段要求越来越高，而传统

绘画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这就使得艺术家们开始探

索新的绘画方式。关于油画的艺术手法表现，有以下两种形式： 

1.透明覆色法：即用一种不加白色，仅用调色油调淡的颜料

多层次地刻画。一定要等各层干了再做下一层次上色工作，因为各

层上色比较稀，底层上色可以若隐若现，和上层上色形成对比反差。

如深红色层涂罩沉稳的蓝，则有蓝中透紫、即冷中寓温的富丽之效，

这种富丽之调常常不能用调色板来调色。此种画法适合于表现对象

的质感与厚重感，特别是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人物皮肤娇嫩的色彩变

化，使人感觉到皮肤表皮下有血流出来。这种方法在我国绘画史上

很早就有了，但至今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主要原因在于它只适用

于绘制静物或风景画等小范围内。其不足之处在于色域狭窄、制作

工艺工细、作品完成时间较长、不易表现画家瞬间艺术创作感受。 

2.不透明覆色法：又称多层次着色法。从 20 世纪初到现在的

百余年间，绘画技法不断发展，各种不同层次的着色方法应运而生。

透明是最常用的一种，它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是指把物体全

部涂成白色。透明和不透明这两种画法并无严格区分，画家往往会

将它们结合起来应用于一幅画之中。不透明覆色法作画时先以单色

描绘形体大貌，对于暗部的区域画得比较单薄，采用多层次塑造形

成色块的反差。在表现位于暗部或者阴影里的物象上，采用透明覆

色的方法能产生一种稳定而深刻的体积感与空间感，而不透明覆色

的方式容易塑造出位于暗部之外的形体来提高画面颜色的饱和度。

19 世纪前画家多使用这两种方法，创作作品时间普遍较长，有些画

了一层之后经过长时间摆放，等色层全部干了之后才开始绘画。 

五、漫画式油画的发展 
当代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个媒介，漫画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成

了大多数人最轻松、接触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从而也就相应的影

响着这代青年人的审美。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指导了大多数欣赏者

对美的追求，与之相对应，欣赏者对审美的需求又会对其作品风格

产生影响和甄别。因此，在当今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里，漫画

式油画作品已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国画以及水彩画等画种，开始受

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漫画式油画的产生给广大人民群

众奉上了新的绘画形式并扩大了审美视野，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这

一样式的认可和需求又是推动这一样式不断成长壮大的力量。加之

当时正是娱乐消费盛行的年代，此类具有一定娱乐性和装饰性的绘

画作品凭借贴近百姓生活的方面，极易触动众多欣赏者的心，加之

市场效应催化以及一批画廊、批评家的推波助澜，亦使得漫画性油

画这一艺术形式得以在中国得到了持续发展。 

漫画中的“点子”“出人意外，入人意中”，通过巧妙的借鉴，

将漫画所特有的构思方法融入其中。这就要求漫画在创作过程中，

要以独特的视觉方式和笔简意长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给艺术

家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画面效果。艺术是“点子”的艺术，好

的创意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尤其对于油画来说更是如

此。法国著名画家杜米埃是 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画家之

一，他擅长描绘人物内心活动及其矛盾冲突，善于表现人们的心理

感受，善于用幽默的手法讽刺社会。 

漫画式油画区别于漫画，具有不需要明说、不需要文字叙述就

可以表达思想的特殊韵味。将漫画性元素融入到油画中去，会使油

画更具有生命力。随着时代发展，绘画风格也在发生着变化，漫画

性元素被广泛的应用于现代油画中，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就目

前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对漫画

性元素进行不断的探究、学习，并探究它和油画之间的融合应用，

这条长路还需艺术创作者们继续磨砺。 

结论 
漫画带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活跃的、灵动的、充满生气息的绘画

方式。无论是在纸上作画还是在电脑上作画，它的灵活性带动了作

画者的情绪。许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事可以通过漫画这个平台记录

下来。而对于油画来说，沉稳、神秘、赋予创造性，这些无疑是它

独特的魅力。油画往往会和奢华这个词联系到一起，从这点上看漫

画，其更具有大众普遍性。艺术之间是相通的，各艺术门类都能互

相借鉴吸收、互相补充，就像“漫画式”油画在漫画绘画语言上的

参考和创新一样。油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独特的艺术风

格。在创作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度”和“量”，不能一味追求

公式化、概念化，否则会留下“后遗症”——模仿，切忌简单地为

技巧而创造、按部就班地工匠式绘制。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出人意

外，入人意中”的“点子”，运用油画艺术语言来表达当代油画的

新观念、新趣味。在轻松愉快的题材下，充满童话感觉，带给人身

心的快乐放松。它在创作观念、主题、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所

充实，对后来油画艺术发展也有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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