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科研管理（2）2020，1
ISSN：2661-3751（Print）；2661-376X（Online）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浅析《忙·茫》的创作过程与心得

孙伟杰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9 

[ 摘  要 ] 中国传统绘画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完整的艺术体系，

是其特有的绘画艺术语言。当代油画深受其影响也是不可避免且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赋予油画这种外来艺术以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就

作品《忙·茫》的创作过程来谈谈水墨语言与当代油画非如此不可的彼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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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如此不可

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种精神活动和

生产制作的过程，在创作初期的选材构思，到物化传达，都是艺术

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的体现。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关于创作题材的选择，起初，想法很多，但都是眼中之竹，胸中之

竹，这时候你要把眼中之竹，胸中之竹物化为手中之竹，即将你所

选的主题，所挑题材，心中所想，变为视觉呈现。最开始想法铺天

盖地，但最终确定下来的，确是受传统水墨的影响。中国水墨讲求

意境，何不将这种水墨意境带入油画作品中，在翻阅了资料，发现

水墨与油画的结合多为形式上的，形式与内容的结合，艺术作品的

内容与形式是对立统一、相互包容，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在艺术创作中，形式美是美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与美术作品的意义，

内部结构和外部形式即艺术语言都有关系。中国传统绘画与当代油

画的结合在我的作品中体现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意境与形式的

结合。自明末清初油画传入中国以来，这种结合影响趋势就已经潜

移默化了。水墨画自一千多年的发展，便确定了以单色为中心的完

整的艺术世界，似与不似是水墨画的气韵，气韵之美是当代油画家

的普遍追求，并从中国画中汲取审美智慧，他们的审美情趣直接影

响着中国油画的“笔墨情趣”，早期的中西融合讲求的是意象油画。

例如林风眠，沈行工等。吴冠中，他的油画中带有浓郁的中国情调，

意境表达。之前确定了题材主题，却没有想好用什么样的形式，当

看到毛焰的作品的时候，便想到了浅绛山水的用色，中国水墨的意

境、没骨。这为我后期毕业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中国式油画的存在，

就是借着这种影响而存在的，在油画这种外来艺术的影响之下，汲

取中国水墨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思维意识、哲学观念，赋予油

画这种外来艺术以全新的独特的民族特色。

《忙·茫》是使用油画材料与借鉴浅绛山水用色相结合的油画作

品，通过水墨与油画褐色调子的结合，来体现虚无的意境，虽为三

张却是一幅作品，采用此构图，使画面更为灵活。

2“眼中之竹”

当今的中国油画因为人们审美情趣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

又或者是哲学观念、文化素养的不一样，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内容形

式，油画在 15 世纪前就以蛋彩画的形式出现在欧洲，后来经过尼德

兰画家扬·凡·埃克对绘画材料加以改良后发扬光大，扬·凡·埃

克后来也被世人誉为“油画之父”，正是因为他对油画技巧的纵深发

张做出的贡献。自十五世纪开始至今，油画已经发展为一个完整的

艺术体系，当代中国油画所寻找的突破点就是水墨与油画语言的结

合，这是一条中西融合的尝试性的出路。自明朝万历七年 (1579)，

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西方的油画艺术带入中国内地，油画

作为外来艺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而中国本土水墨画对

油画的影响不可忽视。中西融合的形式我认为大体分为四种：一是

题材方面，如徐悲鸿的历史人物画；二是绘画语言，如林风眠；三是

形式，这是中西融合的尝试性出路。起初，《忙·茫》在选材上也经

过了无数次的推翻再建立，找过很多的素材，始终找不到有趣味且

让人眼前一亮的题材，然后我想，为何不自己拍一组照片当作素材呢，

于是四人一狗的这组照片出现了，每个人在自己的空间里各司其职，

又相互关联，模特也拍了无数组，找了无数模特，最后确定了一男

两女，长得都比较有特点，左侧男生放松的站姿，低头迷茫的望向

右下方，中间的女生仰头侧斜，右侧的女生侧脸沉思，三张画可以

通过三个人的眼神关系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稳定的三角形。这是通

过自己的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所设定的“眼中之竹”。

3“胸中之竹”

中国油画的发展深受中国本土水墨画的影响，这种非如此不可

的趋势同样影响了我，当我看到当代油画家们不管是内容上的选择，

形式上的确定，还是素材，材料，甚至到用笔，这让我想到了“书

画同源”, 中国传统水墨讲求的就是“写画”，这种影响也潜移默化

的进入到当代油画当中，吴冠中的写意风景油画，林风眠的油画人

物，无不受中国传统水墨的影响。当我看到毛焰的作品的时候，我

确定了《忙·茫》的形式感，我认为毛焰就些许的借鉴了中国传统

水墨的意境、形式感，当然，其中也是有古典主义褐色调子的影子，

我甚至看到了席勒的影子，人体的变形、夸张，都恰到好处。当然，

我现在的基础自然是无法恰到好处的变形，所以只能在形式感上多

下功夫，古典主义油画的褐色调子，中国浅绛山水的褐色调子微着

俏色，都是我这张作品想要努力表现的，还有意境的表现，都能更

好的帮助我突出主题。在作画的过程中，主题我可能都忽略了，我

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色彩的表现，形式感的表现。

4“手中之竹”

毛焰老师的作品，对《忙·茫》的影响深刻，他崇尚古典主义

的褐色调子，我却把焦点放在了他的水墨意境，我想把这种水墨意

境带入《忙·茫》中，我在借鉴他的创作思路的同时也想极力的把

握住个人的绘画语言。每个人的文化背景、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和

思维方式都不同，这就在人们看同一画作时候产生不同的审美，对

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审美，至少，我们都是奔着发现美这个目标而

前进的，为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创作的，《忙·茫》就是在这种状况

下进行创作的，我总是想让自己的作品受传统水墨的影响，不仅在

意境上，同时也在技术上，画的很薄，我借用了浅绛山水的褐色调

子微施俏色，借鉴了古典油画的褐色调子，创作后期，我遇到创作

的瓶颈是背景的处理问题，迫使我再去翻阅资料，来寻找解决方法，

只是急不得，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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