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画艺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结

晶，跟随人类繁衍发展了几千年，

从古至今，概括起来影响较大较

深 的 可 以 分 为 两 派，即“ 西 洋 画

派”和“中国画派”。中国画有着

自己明显的特征。传统的中国画

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

于物体的光色变化，多强调抒发

作 者 的 主 观 情 趣 。 中 国 画 讲 求

“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

不似之间”的感觉，成为东方艺术

之代表。而西洋画则讲求“以形

写形”，透视、明暗、空间感的表

现方法，当然，创作的过程中，也

注重“神”的表现，但它非常讲究

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洋

画是“再现”的艺术，中国画是“表

现”的艺术，而“再现”的艺术优势

又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中西方的传统文化观念各有

不同，西方人认为人是宇宙或世

界的中心，是自然的主宰；东方人

尤其是中国人则认为人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

生共存。这种观念的差异，表现

在艺术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艺术

主张；在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不同

的传统和风格。中国绘画侧重于

内在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而西

方侧重于外在形式的个性表现。

构图与笔墨上的差异

中国画在构图上也有自己的

特点，即讲究经营位置，构图主要

以运动透视（散点透视）的方法把

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相互

联 系 在 一 起 ，这 是 西 画 所 不 能

的。再就是经营黑白，所谓计白

当黑、知白守黑，以“墨为上”，将

墨分为五色，并注意画面黑白的

安排，合理处理关系及虚实相生

的变化运用。

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

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

作立轴，长宽比例是“失调”的，但

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

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

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

一样的。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

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

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

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

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

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

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移

动立脚点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

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

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

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

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

用笔和用墨，是中国画造型

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

徐、顿挫、转折、方圆等笔法变化，

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

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

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等

等。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

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

而对于用墨，中国画则以“墨为上”，

着重墨气变化同时又讲求皴、擦、

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

调配，以塑造形体，烘染气氛。用墨

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

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笔墨”二字被

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

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

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色彩的差异

中国画并不注重利用

自然光来表现美感，不注重

物体颜色的变化，在传统绘

画理论中有南齐谢赫《六法

论》中的“随类赋彩”一说，

它比较尊重物象的固有颜

色，但并不是机械的“自然

主义”，而是敢于突破物象

本身的色彩特点，代之以从

情感中酝酿的色彩。画家

的色彩感不同，从而导致作

品的色调也不一样，如齐白

石晚年的花卉用色艳丽，而

吴昌硕的色调含蓄而雅致。

所谓“色彩感”是画家

对自然界色彩进行抽象而

产生的一种情绪表达，山水

画尤其注重这一点。宋代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

翠 而 如 滴，秋 山 明 静 而 如

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中国

画的色彩具有浓烈的装饰

性，颜色单纯而不失凝重，

更趋于非理性。传统的水

墨画，强调墨即为色，墨分五色，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水墨

画就是“抽象”画的先躯，比西画

的抽象还要早。

在西洋画中，对色彩的规律

的研究已系统化、科学化。色彩

本来就是光线的具体化表现，物

体的颜色是千变万化的，光线的

变化导致物体色彩的变化，物体

的色彩是固有颜色和环境颜色的综

合体。这种色彩的时间和空间的变

化在印象派（马奈、莫奈、德加、雷诺

阿等）和后期印象派（凡·高、高更

等）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色彩是最容易被我们感

受到美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物

象的色彩不论是明快还是暗淡，

强烈还是柔和，都会直接地影响

人们的视觉精神。所以，色彩不

仅 是 西 洋 绘 画 的 重 要 的 造 型 手

段，也是西洋画家表现感情的重

要技法手段，这一点上，西画和中

国画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西画对中国画的影响

在清代初期，郎世宁等一批

西洋传教士画家来到中国并在宫

廷中为皇帝绘画。那时起明暗、

透视等西洋画技法开始被中国画

家所知。这些传教士画家在中国

留下的众多中西技法结合的绘画

作品，其题材是典型的中国题材，

绘画颜料是中国国画颜料，纸是

宣纸，但用西画技法为主创作而

成，那时起西洋画技法已开始对

中国画产生影响并被小部分进步

画家认可。到民初，康有为又提

出中国画改良说，陈独秀发表《美

术革命》，徐悲鸿更以实际行动将

西洋画技法大胆 融 入 到 中 国 画

中，他画的马就是一个例子。在

“ 进 化 论”等 西 方 科 学 观 如 潮 如

涌的时代里，有的画家已开始尝

试将西洋画与中国画结合走出新

路子。

一个世纪以来，结合西洋画

法的国画家很多。留洋归来的林

风眠、徐悲鸿曾分别主持杭州国

立艺专与中央大学艺术系、中央

美 院，是 借 鉴 西 画 的 两 大 先 驱。

林风眠的彩墨风景使用了西洋画

的某些材料与工具，着色也时有

西画的笔触，但他的画中依旧有

若干“骨法用笔”的劲挺线条支撑

着。更关键的是他兼能“气韵生

动”，他笔下的洲渚芦雁，无不富

含凄美的诗意，发人遐想，连潘天

寿那样纯正的国画大家也对林风

眠 十 分 赞 赏 。 林 风 眠 偏 爱 方 构

图，今人普遍使用方构图，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受他影响。徐悲鸿以

人物为主，笔墨结合素描，蒋兆和

等也是这一路。这类人物画中的

形象装束现代，形体勾画基本依

照 西 画 中 对 人 体 结 构 的 精 准 理

解。如徐悲鸿的《泰戈尔像》，以

书法品质的劲拔浓墨线条辅以少

量的光影，但和传统国画相比，远

的不说，相比任伯年画吴昌硕的

《寒酸尉像》，徐作就显得雅韵不

足，主要就在于精准写实的形体

造成了紧实的气氛。徐悲鸿后来

以写意奔马最为著名，墨色对比

强 烈，笔 势 更 奔 放，已 达 很 高 境

地，可是，仍有画界同行认为他的

画作还是少了点什么。或许，仍是

在形体写实方面有时透视太明显。

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启发及影响，有

利有弊。正面的，西画对明暗色彩

等规律的探求中，整体观察法极为

重要，这种能力亦属中国画常理之

内；而人物画探求光影、透视、造

型结构关系变化。这两点是西洋

画对中国画的启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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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画对中国画的启发
王 林

作品选登

学术空间

8 年前我刚来中国美术学院

教书，首次面对学生时，我说：世

间本无师徒，只有程度不同的弟

子。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老师和学

生，而是师兄弟。我只不过比你们

早上路若干年，或许多一点经验而

已。我们共同拥有的真正的老师是

传统、现实和可能性。

话说当年胡适从美国学成归

来，轮船靠了岸，面对满目疮痍的

祖国，豪言壮语掷得很给力：我们

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8 年

前，我应许江和杨劲松老师之邀

回校教书时就有这股狂气。我认

为我是回来为当代中国艺术训练

一支特种部队的。每个人都得是

兰博，而且还要善于团队合作，做人

要靠谱。既然团队是有分工的，因

此“一个都不能少”，因此这群人必

须接受魔鬼训练。我们的第一代学

生，叶楠、大棠、宋振见识过这种魔

鬼训练。一些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

中成型了，大家互相之间的爱也很

深刻。但是我“一个都不能少”的

决心是注定要受挫的。

那几届适逢中国美术学院扩

招高峰期，最多时一个班 21 个人，

我要努力去记住每个人的姓名。

本 来 人 各 有 志 ，而 且 很 多 知 识

上、性格上的缺陷是大学前的教

育遗留下来的，更可怕的是毕业

之 后 经 济 的 压 力 扑 面 而 来 。 比

起体制的缺陷、蚁民化生存的威

胁、成功学的诱惑、学习者内心的

怀疑……一个教师的影响力太微

乎其微了。看到一些本来应该承

担更大的责任并获得更大幸福的

人，一个个沉沙折戟消失在人海

中，这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作为一个艺术上的师兄，

带他们游历美和智慧的景象，体

验过游戏的快乐、感动和满足，这

些东西到底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什

么？我渐渐意识到，一支特种部

队是改变不了中国艺术的，或者

说，需要改变的远不只是当代中

国 艺 术 ，而 是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本

身。我渐渐地放弃了“一个都不

能少”的想法，而是开始把艺术教

育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社会

的合格公民应有的创造力培养，是

为了一种幸福的人生而需要存在的

艺术，另一部分才是为艺术界培养

职业精英。而这两种成分，绝不应

该是把学生们划分为两个阶级，在

学生们中间搞干部选拔。有的教育

者就是这么认为，把本科生当做素

质教育，只把研究生当做职业精英

教育。我理想中的这两部分应该完

全融合，互为工具，甚至必须同时

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身上。

这是为什么有时装置课不要

求学生做出一件实体的作品，而

是要求每个人产生一本几十个方

案的本子；为什么有了具心理治

疗意味的绘画课，有了自我调查

和自我想象的作业；为什么后来

我开始提倡大数量小体量作业。

因为我觉得，逼着你们拿出一笔

材 料 费 做 出 一 件 体 量 不 小 的 装

置，毕业的时候你们带不走，而你

们把那个作业丢掉，同时丢掉的可

能是一种希望，弄不好还产生一点

受骗的感觉。我开始不那么在乎教

学检查的时候没有可观的场面，一

所伟大的学院不需要把你们当做收

获的庄稼来撑起短期的成绩单，

我相信真正的收获一定要在很多

年之后。学院要让你们带走的应

该是一辈子压箱底的东西。

那 本 画 着 几 十 个 方 案 的 本

子，你们也许有机会把它们都做出

来，当然，都是发展过了的。在你成

为一个大艺术家之后，有一天你可

能会发现自己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

过这个本子。在你的工作遇到瓶颈

的时候，建议你想起它来，回头翻一

翻。它总是能让你重新开始。

你们中还有很多人此后可能

很少想起它，甚至弄丢了它。没

关系，在你未来某一天万一找工

作未遂、生意破产、被老公抛弃、

借钱没门、老病缠身、颠簸流离、

疲惫不堪、了无生趣的时候，希望

你能想起这本本子，仅仅是想到

它的曾经存在。你会记得世界上

依然有不确定的结局，你会记得自

己是可以用提方案的态度来面对这

个世界的，你只不过是在漫长忙碌

的生活中遗忘了你从来都拥有的自

由。如果有这样的时刻，那我们这

几年的相处就是一种善缘。

更多的时候当然没有那么极

端，你只是在办公桌前忙碌，你只

是看着孩子发呆，你只是觉得旅

程漫无尽头，你只是觉得电视节

目无聊透顶，然后那个本子忽然

浮现出来，某一个想法竟然无比

清晰，你禁不住哈哈大笑，周围的

人奇怪地看着你。你重新拥有了

青春时代的幽默感。

当然，更好的情况是希望你

其实每时每刻都在用那个本子里

面的思想方法和决定去生活，它

们虽然没有变成物理状态存在的

艺术品，但是它们的气质贯穿在

你的生活中，那么你就总能发现，

你总有新的办法。你们应该还记

得我曾经说过，你们不见得一定

要去做摆在美术馆里的艺术，你

可以去开出租车、开饭馆、开一个

超市，做什么都可以，但你们一定

要用“提方案”的态度来做这些事

情。你们总是要试着用新的方式

开一家饭馆和超市。你们不要像

一个没有接受过创新能力训练的

人那样，靠着比别人省吃俭用、起

早贪黑来多赚一点小钱，而是要

对你们所从事的那个行业做全面

的研究，知道它的陈规和行情，然

后用一个让人如梦初醒般的新做

法去刷新行业的习惯。你们要用

想象力来解决各自人生的问题，

这样你们其实并没有远离艺术和

少年时的梦想。你们那些留在美

术馆系统中工作的同学们做的也

是一样的事情，大家依然属于一

种共同体，而且你们随时可以重

访这个系统，甚至是带着前所未

有的经验来回馈给这个系统。

艺术学院应该交给你们的压

箱底的东西，是一种随时从现实之

梦中自我唤醒的能力，和一种“提

方案”做做看的生活态度。这种

态度也可以归结为一种相信，相

信未来，相信改变。这应该更接近

总体艺术的理想。 （本文有删节）

作为在中国认知度极高的

奢侈品品牌，路易·威登关于身

份识别的营销策略由于满足了

“ 先富起来”的一拨人的优越

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

时 ，其 醒 目 的

LOGO 也 不 断 给

人 以 刺 激 ，使 得

LV 和 宝 马 一 样 ，

容 易 处 于 舆 论 的

漩 涡 中 心 。 一 个

常见的现象是，不

管有钱还是没钱，

人 们 都 过 于 注 重

它的奢侈性，而忽

略了 LV 的设计美

学和品位。

奢 侈 不 是 路

易·威登的成功秘

诀 。 相 信 国 博 的

“LV 艺 术 时 空 之

旅展览”刷新了不

少观者对于 LV 的

印象。路易·威登

之 所 以 稳 坐 箱 包

和 皮 具 领 域 世 界

第一品牌的位置，

源 自 其 一 直 崇 尚

精 致 、品 质 、舒 适

的“旅行哲学”，注

重 于 解 决 旅 行 者

们的实际问题，以

实 用 的 设 计 理 念

为基础，并且在时

尚 和 专 业 化 方 面

不断深入。

醒 目 的 LV 标

识 最 初 的 目 的 并

不 是 满 足 人 的 身

份 识 别 需 要 。 创

始人路易·威登的第一份活儿

是 将 名 流 贵 族 的 衣 装 巧 妙 地

绑在旅行箱内，以避免他们的

华 服 在 颠 簸 的 旅 行 中 变 得 皱

皱巴巴。工业革命时期，当时

流行的圆顶皮箱不易摆放，常

常 让 旅 行 者 行 李 中 的 物 品 乱

七八糟，路易·威登革命性地

创制了平顶皮衣箱，这很快便

成 为 喜 欢 出 行 的 巴 黎 上 流 社

会 的 贵 族 们 出 行 的 首 选 物

品。就在路易·威登逐渐树立

品牌形象的时候，遭到了贪婪

的 仿 制 者 对 其 成 功 的 窃 取 。

不过这进一步激发了乔治·威

登 的 创 造 力 。 1896 年 ，他 在

Monogram 帆布上印制了著名

的 LV 商标，这令路易·威登开

始 作 为 品 牌 象 征 注 入 人 们 的

观 念 。 但 是 在 中 国 ，LV 商 标

却被赋予了另外的涵义。

LV 旅行箱设计得如此实

用，以致在工业革命时期成为

汽车司机的新宠，此次在国博

的 展 览 就 展 出 了

当 时 受 司 机 欢 迎

的 工 具 箱 。 在 保

证 实 用 功 能 的 同

时 ，LV 的 设 计 充

满 了 想 象 力 。 一

战 时 期 设 计 的 军

用 皮 箱 可 以 从 里

面 变 出 可 折 叠 的

担 架 。 战 后 ，路

易·威登又专心制

作旅行箱，并获得

不少名人的垂青，

订 单 源 源 不 绝 。

到路易·威登的孙

子 家 斯 腾

（Gaston）的 时 代 ，

创 制 出 一 款 款 特

别用途的箱子，有

的 备 有 配 上 玳 瑁

和 象 牙 的 梳 刷 及

镜子，有的缀以纯

银 的 水 晶 香 水

瓶。路易·威登公

司 还 会 应 个 别 顾

客的要求，为他们

度 身 订 造 各 式 各

样 的 产 品 。 到 了

21 世纪，美国设计

师马格雅布加入路

易·威登后，尝试和

艺术家的合作，成

功 打 造 出 了 新 的

LV 形 象 。 2004 年

生产的树脂火星概

念行李 箱 甚 至 完 全 颠 覆 了 人

们心中的旅行箱形象。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路 易·威

登 展 厅 一 角 的 设 计 小 稿 展 示

非常有爱，多以漂亮的女人为

主题，线条优美，形象别具一

格，堪称小幅艺术佳品。

150 多 年 的 LV 箱 包 设 计

史，从中可解读很多内容。遗

憾的是，炫富仇富和道德审判

让 不 少 人 忽 略 了 品 牌 背 后 的

内 涵 。 即 便 一 些 LV 的 粉 丝，

抢 购 的 冲 动 也 大 于 欣 赏 。 也

许，路易·威登在中国进行品

牌建设的时候，多注重公益性

和文化性的宣传，争议和误读

不会如此剧烈。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之前，美

国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与艺术

创作情况一样，是笼罩在欧洲传

统的影子里的，国内学界对这方

面的情况了解和介绍都比较少。

近些年来，大家的注意力多集中

在 50 年代之后成名的美国艺术史

家和批评家身上，比如迈耶·夏皮

罗、阿尔佛雷德·巴尔、詹森、格林

伯格、麦克·佛莱德等人，而事实

上，20 世纪初到 20 至 30 年代，是

美国艺术史和批评崛起的关键时

期，牵涉到美国艺术史和艺术批

评是如何在欧洲思想传统与本土

经验的碰撞与交融中孕生出新的

学术话语形态，乃至成为战后西

方世界的中心问题。了解这段历

史，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和把

握美国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发展的

学术景观及其在整个西方艺术史

和批评史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

意义。

在美国，早期艺术批评主要

受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金影响，

他的著作 1847 年出版后，很快成

为 美 国 艺 术 批 评 写 作 的 参 照 标

准。20 世纪最初的 10 年到 40 年

代，介入批评活动的人各色各样，

包括专业批评家、历史学者、哲学

家、前 卫 艺 术 家、收 藏 家 和 作 家

等，讨论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诸

如：传统学院艺术与前卫潮流孰

是孰非，再现与抽象的关系是什

么，艺术的社会性与“为艺术而艺

术”的观念的冲突，如何看待美国

艺术的民族性与现代艺术的国际

性，美国艺术与西方普遍观念之

间存在什么不同等，其中一个比

较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艺术和

文化中是否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精

神态度。这些讨论大都是在欧洲

美学、艺术史和批评理论，尤其德

国理论之上生发出来的，当时比

较出名的批评家和艺术理论家是

罗伯特·亨利、斯蒂格里茨，他们

两人影响了纽约的一大批艺术家

和批评家，并且形成了两个活动

圈子；此外，杜威哲学和美学思想

及德国移民艺术家汉斯·霍夫曼

的 表 现 主 义 理 论 也 对 促 进 美 国

早期前卫艺术思想的发展，乃至

形 成 一 种 现 代 艺 术 创 作 的 美 国

精神态度的自觉意识，起到了推

动作用。

专业艺术史在美国的发展和

壮大是在进入 20 世纪之后，之前

的美国艺术史教育和研究活动主

要与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基督教

艺术考古学及市民的道德和文化

素养培养等联系在一起。帕诺夫

斯基在《美国艺术史 30 年：一个欧

洲移民的印象》中谈到，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美国艺术史呈现的活跃

景象和取得的成果，已彰显出新

颖的学术形态，并对德语国家乃

至整个欧洲艺术史的主导地位构

成了挑战。他提到的当时已成名

的美国本土艺术史家艾伦·马尔

库德、查尔斯·卢夫斯·莫里、佛兰

克·J·马瑟、阿瑟·金斯利·波特、霍

华德·布特勒、保罗·萨茨等人，在

学术倾向上，多表现出对特定门

类的研究对象的“实物全集”的意

识，致力于物证工作。除雕塑、建

筑、绘画之外，各种工艺装饰、乡

镇教堂的粗拙雕刻、素描底稿等，

都纳入他们的调查和研究范围。

他们总是尽力搜寻和记录这些零

散的和正在销蚀的东西，并了解

它们的原初存在状态。正如杜威

所 说 的，只 是 在 造 物 的 层 面 上，

“创造者的真才与接受者的真保

持一致。”也只有在确凿的造物事

实上，才能酝酿和发展作为人文

学科的艺术史研究的各个方向的

专业实践原则。

构成 20 世纪早期美国艺术史

的另一支力量来自于 30 年代初受

纳粹政治迫害或为躲避欧洲战争

威胁而移居美国的欧洲移民艺术

史家，尤其是德国的移民艺术史

家群体。这些学者初到美国，主

要落脚在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普

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曾经在

纽约大学工作过的德国艺术史家

包括帕诺夫斯基、沃尔特·佛里德

兰德尔、理查德·克劳塞默尔、理

查德·艾丁豪森、卡尔·鲁曼、朱利

斯·海德等人；在普林斯顿工作的

德 裔 艺 术 史 家 主 要 有 帕 诺 夫 斯

基、保罗·佛兰克尔、查尔斯·德·
托内、库尔特·威茨曼；在哈佛大

学及其所属 的 福 格 艺 术 博 物 馆

工 作 的 有 雅 各 布·劳 森 伯 格、斯

瓦 岑 斯 基、奥 托·本 内 施 等 。 德

国 移 民 艺 术 史 家 与 美 国 本 土 艺

术史学所形成的碰撞和交融，对

美 国 后 来 的 艺 术 史 及 相 关 专 业

学 科 发 展 产 生 了 极 为 深 远 的 影

响，也为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艺

术 史 学 术 研 究 和 教 育 中 心 奠 定

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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