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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琳·杜马斯艺术创作的心灵洞察
赵　敏

成都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研究生 21 级绘画一班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Marlene Dumas（马琳·杜马斯），她作品中大胆抨击了荷兰乃至国际社会社会方方面面的尖锐问题，使她的作品饱

含了对现实世界的解读。其作品是社会问题与人性心理之间艺术的桥梁，连接着矛盾的现实世界与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

观者可以从她的作品中体会到她高超的绘画技巧与作品背后蕴藏的精神问题，这也同时是马琳·杜马斯绘画作品在当代绘画

艺术大潮中被认为是“精神表现主义者”的最佳代表人物。本文主要是通过心理学对马琳·杜马斯艺术创作生涯及其作品进

行讨论，其讨论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她的创作动力源泉、她的生存境遇在作品中的体现以及她与艺术之间的治疗关系。

她的绘画艺术创造在反映现实社会中的人的时候，运用了象征手法来表现客观与感性之间的思维方式，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寻

求自我内心的认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在她的绘画艺术创作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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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琳·杜马斯的创作动力源泉

（一） 杜马斯童年缺失性体验

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家生活在一定的时代

里，也深受这一社会生活的影响。由于杜马斯从小深受各种

制度的影响，致使杜马斯童年生长环境相对闭塞，所受到的

教育也相对封闭。在杜马斯 12 岁时，父亲去世给正值花季的

她造成了缺失父爱的成长环境。

过早的体验到社会带给她的种种困难，至此，在杜马斯

的作品中难以看到阳光、“美”的画面。跟她有相似经历的不

在少数，而她选择用绘画的形式来宣泄心中的苦闷，得到心

灵上的解脱，并使之从个性中体现出普遍性来，引发观者的

共鸣。

在章庆炳先生提出的“童年缺失性体验”是“艺术创作

的重要的动机”等理论中，提到了艺术创作的重要影响，就

有人类早期的经历。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很大一方面是缺失性

体验。这个缺失性体验，会在心理上造成创伤，但这个缺失

性体验，也会促使化解痛苦的同时去超越痛苦，并转化为一

种力量。

（二） 艺术家所处的时代造就杰出的艺术

艺术家的创造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统一。20 世纪中

叶的南非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文化、政治、经济都

相对落后，虽然她身为白人，但对南非具有强烈的归属感，

即使由于童年封闭式的生活没能很好的融入母国的社会生活，

但是杜马斯希望凭借自己的作品唤醒南非人民追求平等和被

给予尊重的意识。

泰纳学派认为只要能够了解作者的时代、环境，便能够

了解他的艺术作品。 当然，环境的影响不可否认，但是单是

环境也不能解释艺术家创作的形成。同是一个时代的作者成

就也往往有较大的悬殊，因为作者的个性也不可一概抹煞。

所以在了解杜马斯的艺术作品时不仅要了解她的所处时代如

何，更是要了解她的个性形成的原因。

（三） 精神动机在创作中的动机

艺术家的个性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作品又深受个性的

影响，再者个性又是人心灵深处的自我表达。在大多数人认

为，能画出类似杜马斯那样的作品的艺术家是否存在一些心

理问题，本人认为可以用日本学者岩井宽的著作《境界线的

美学》中关于“境界线”的理解来解释这一猜想。

有人很极端地说：“艺术家都是疯子。”因此而言，术家

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吐露他们心中的最真实

的情感艺术语言，从而会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情感来表达自己

的内心，倾诉独特内心世界。

杜马斯从小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因此她在对人性这

一方面是极为敏感的，不屑于去追求浮于表面的美好，愿意

用更直接的方式描绘真实，将真实地画面表现在作品中，正

因如此她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直击心灵的效果。

二、杜马斯生存境遇在艺术作品中的心灵印迹

马琳·杜马斯的个人身份是作为艺术家创作的根本源泉。

南非从大航海时期就逐步形成了多种族的聚居地，而杜马斯

1953 年就出生在那里。这种剧变势必刺激着杜马斯对生命的

关注，她作为一个带有欧洲血统的非洲人，这样的矛盾充斥

了她的一生，也让她对黑人有种内在的罪恶感，加之父亲的

过早离世让她的人生有所缺失，于是促使她形成了个人独特

的性格，并深深扎根在她的心里。

在杜马斯年轻时期得到荷兰政府的资助，才开始真正的

接触绘画。她在大学期间主修心理学，这就能很好的解释杜

马斯绘画作品总是与人性挂钩。又因在她复杂的童年成长环

境和生活的背景之下，她对任何人性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

《画家》中的女孩是以她自己的女儿作为创作原型，杜马

斯在描绘她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母亲一样表现自己孩子的天

真烂漫，而是将她女儿赋予年龄感，映射她童年时的经历。

回顾杜马斯 80 年代之后的绘画作品，女性视角占据了艺

术家主要描绘的对象。长期以来，对女性为主题进行绘画创

作层出不穷。但在杜马斯的笔下，女性却总是那么的独特。

作品《茱莉》就是以红色为主要的色调铺满整幅画，用

小许的重色、亮色勾画眼睛、头发。清晰的眼睛、微张的嘴

和标准式拍照手势能够使我们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充满这个性，

充满着热烈色彩的女性。光是凭借这一些，就可以体现出杜

马斯是一个意象表现型艺术家。她比普通男性更加大胆，比

其他女性更具情怀。她的画面超越了现实原来的本相，而体

现出对于现实本质的思考。

艺术家最终的创作风格总是在一定的人生阶段积累而成

的，在这些阶段中会受到环境因素、心理因素等各种影响而

使风格发生阶段性转变。但要深入了解一个艺术家，她的每



2021　11　新时代教育·教育论坛188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个人生阶段的创作风格都值得研究，因为后一阶段总是在前

一阶段的基础之上发生转变的。

三、 马琳·杜马斯与艺术治疗

卡尔·荣格（弗洛伊德最有名的弟子）曾说：“心理学与

艺术研究必将总是互相支持，不能互相排斥，精神分析与艺

术治疗尽管看似两个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两者都是一个共

同的特征，那就是让本来看不见的东西被人看见，即让存在

显现其身。”杜马斯的艺术作品运用图像来进行创作，但并不

是图像的再现，而是经过主观的处理加工，正如她所说，“二

手的图像”“一手的情感”。杜马斯通过满足自己心理需求而

进行自发的创作行为，那是因为艺术创作不仅仅是生活的再

现，还包含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激情、概括力和创造力。

较之技法，创造性的思维更是对人的意志和人的情感的

一种自我的肯定，能够体现出画家对真善美的一种强烈追求。

艺术真正地价值可能是始于不断地对艺术进行发掘，挖掘出

内心更深处地本质强烈情感活动。艺术是由很强烈地个性，

需要对艺术进行思考也要对艺术有追求。而在进行这样的创

作活动的，在抒发自身的情绪之时，艺术家的心情也会得到

缓解释放，由此可见艺术家们在艺术活动之中的感情宣泄，

其实也是在进行自我治愈的一种过程。

杜马斯艺术创作的宣泄，来引发自己对生命的思考，来

寻求情绪上的平衡。在生活的经历中难免会有那么一刻使艺

术家再度的认识会促使着艺术家去回忆曾经的缺憾，并以艺

术的形式去创作，去弥补，这亦是也在需求满足和发泄。她

的作品不仅是她发泄的通道还给观者带来了探求生命、人性

的“警示牌”，是如此的虔诚。正如杜马斯曾说她想向每一个

见过的人，感知过的人，和自己有联系的人献上自己的一份

敬意。

在杜马斯的新作品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反映绘画

过程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感性。让画布的结构和绘画的物质性

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指导她的作品的发展，她把这些作品的创

作比作坠入爱河的行为：一个不可预知的、开放的过程，充

满了尴尬和焦虑，就像充满了幸福和发现一样。因此，艺术

创造的过程也可称为塑造灵魂的过程。这种艺术创作可能更

多的是自身情感的一种探索，不断探索的这个过程，具有了

独创性，也具有了向公众讲述社会，引起社会普遍共鸣的这

样一种社会所具有的独特情感。

马琳·杜马斯的作品，和观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是他在画

面中呈现出来的对于人性的思考。她将自己的艺术与社会学、

心理学相结合，构建出人与社会与精神之间相互交错的秩序，

从而捕捉到现代人粗糙简单的灵魂，带有神经质的状态。

四、结 论
探析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最好的思路就是从她的生平

开始追溯，本文第二章利用心理学研究来讨论马琳·杜马斯

的生活对她艺术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外部环境以及

自身的个性。本文第三章以作品举例的方式分析杜马斯生存

境遇在艺术作品中的心灵印迹，个人身份是杜马斯创作的思

路，个人经历是杜马斯作品风格的形成，艺术符号是杜马斯

创作的题材和属于她的款识。本文第四章利用心理学研究和

作品分析讨论杜马斯是如何利用创作来进行自我的发泄和自

我的探寻。

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杜马斯艺术创作思想性，在如今

这个艺术多样性的世界，充满了矛盾和反差。马琳·杜马斯

的绘画作品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与隐喻中与观者进行对话、交

流，通过这些充满视觉冲击力和矛盾内涵的绘画语言，观者

也只能与其作品保持良好的“心理距离”，若即若离对她作品

的意义进行阐述，但至少能够逐渐的触摸到她内心对生命、

情感和人性的积极探求。好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建立在画面

的内容和色彩上，这需要艺术创作者经过长期的思考，感知

当下社会环境的状态，最终在创作中回归到人性才能够真正

的完成艺术使命。所以，对于艺术创造者和艺术工作者，首

先要做的就是敞开胸怀，虔诚地感受生活、对待艺术。与此

同时，为了让感受生活状态更好的用艺术表达出来，还需要

借助大师的精神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道路，坚定自己信念，

创造出打动自己的作品，这亦才能打动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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