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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中国现代美术系统中，油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中国现代美术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现代

艺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时代特征，同时，它也是一

种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1]。随着现代艺术的不断

发展，象征化已经成了各种艺术形式中经常使用的一种

语言表达方式。站在当代油画的立场上，它的象征化语

言目前在大众审美、文化传统体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被

广泛使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油画是一种

具有现代艺术性的绘画，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艺术形式

逐渐由单一向多元的方向发展。

中国现代油画强调自身的艺术意蕴，不再简单地重

视构图的造型，而是试图成为一种传播时代精神和思想

价值的媒介 [2]。如何认识西方油画的影响，以及如何将

西方油画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相结合，是中国现当代

油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灵魂在于“写意”，即将人们

的内在灵魂气质通过意象绘画语言融入当代油画，这对

塑造民族形象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大有裨益，而中国现

当代油画之所以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也就在于“意象

性”。20 世纪后，中国油画逐步体现出民族特色，并开

启了融合的“本地化进程”，在中国传统的美术创造观

念中汲取能量，并推动了意象油画的发展。从一定程度

上来说，意象油画与中国绘画有着共同的特点，两者均

营造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文化氛围。意象油画既

是对中国文士画美学思想的一种吸收，又是对西方油画

艺术语言的一种学习。

一、中国现当代油画叙事风格的转变
（一）注重时空特性的写实图像叙事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油画艺术家大多采取图

像叙述的方式传递主题思想，即通过图像的形式呈现故

事内容，采用这一方式的关键在于对时空因素的掌握。

油画叙事的时间特性是为具体的事件服务的，而情景的

设置既可以直接影响观众的思想，又可以引起观众情感

上的共鸣。油画艺术家就像导演一样，通常遵循故事的

时间、顺序和情节要求，协调光、影、空间和形式等元素，

从而达到视觉叙事的目的。

图像是叙事的重要手段，艺术家为了在平面中对流

逝的时间进行艺术表达，不仅要重新组织事物的发生，

还要在绘画中融入自身对世界的看法和感受。一幅采用

图像叙事手法创作的油画作品要想获得成功，它的每一

个细节与整体的动感都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连贯性 [3]，

而它的叙事动因也要体现在对失去的时间的追寻上，即

努力将转瞬即逝的时间以图像叙事的方式留存下来。创

作者把现实中个人的时光记忆注入画面，通过画面传递

情感，使图像叙述变得更加生动。观者会在这种静默的

画面中感受到一种保有真实感的艺术永恒。

油画图像叙述的空间性是指人们对当时所在空间的

觉知。传统的空间表达方法是通过近、中、远三个向度

的空间消失点来表达的，而图像叙述的空间表达方式则

使事物不再执着于实体的模仿，从而使每一种表达元素

即线、面、形，都是彼此联系密切和有序的存在 [4]。这

为新的空间创造了一个融合的视野，提高了完整的空间

表达的可能性，也提高了人们对自己所在空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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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绘画空间也正是通过认知空间反映出来的。静止油画

图像既包含时间信息，也包含空间信息。其中，时间是

片段的瞬间，而不是连续的时段。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油画艺术家在叙述时大多采用一种常见

的图像叙述模式与逻辑架构，而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

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艺术家再次将目光投向中

西融合的油画创作，进而使意象油画得以发展。

（二）中国现当代油画从写实图像叙事到意象叙事

的转变

在不背离事物的形态、色彩及结构要素的情况下，

意象油画既注重体现主体的精神，又注重体现人文关怀

及理念。通过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意象油画将主观性地

处理物象的形、色、结构，并将其表现在画面之中，以

实现对超越物象本身的精神气质的描绘。它既表现了创

作主体的情感，又展示了艺术家的情感与直觉。不同于

传统的具象油画，意象油画的重点不是表现客观的现实，

也不是表现抽象化的表现形式。艺术家在创作意象油画

时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直观体验与

情感体验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的学识修养

与个人的直观感受会对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艺

术家也会受到所处环境与所用工具的限制。

意象的表达恰恰是艺术家由客体意象到内在意象再

到图画意象的历程。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

点是中国现当代油画的发展趋势，艺术家们是在追求一

种新的油画艺术形式，而不再是对西方绘画的模仿，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已经成了当代油画艺术界的共识，中国

传统的美学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认同 [5]。当代

油画正朝着彰显民族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而民族美学

思想也正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所以才具有浓

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一个民族的美学理念，是这个民

族内在的社会意识，以及由知觉、想象、情感、理想构

成的美学取向 [6]。

我们相信，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联系和相生相克的

辩证关系，因此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双视角思考

模式。“天人相合相应”的理念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的

哲学观中，还体现在艺术创作的审美理念中，这使得绘

画创作中的与人有关的因素成了审美的中心。

中国传统画论就是将“物象”经由人的主观能动性

转换为“意象”，从而体现出画家的与天道呼应的一种

艺术创造[7]。艺术家在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的境界中，注重从发现“象”到描绘“象”。这个“象”

就是大自然的形象，画家从大自然的形象中提炼出了自

己的思想，然后通过“象”的形象与大自然进行沟通并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重视画家心中对自然之象的感

觉。因此，画家对物象固有真实的再现之力将弱于画家

对意象的表现之力，这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浓厚的诗意、

一种直接表达情感的美学景象，也使得中国传统绘画呈

现出一种万物相生的自然观，于是在画纸上、在有限的

空间中有着无穷的精神内涵。

二、中国现当代意象油画叙事风格的表现
（一）章法与布局

中国绘画在布局上使用的是一种分散的透视方式，

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会从多个视角对物体进行观测，

并将从多个维度观测到的物体有选择性地组合在一起，

形成一幅画面，进而展现自己内心世界的状态，呈现出

中国古典画独特的美学特征。在构图方面，意象油画借

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章法布局，并没有被限制在西方绘

画的透视学之中，画家靠自身的感觉来布置整个作品的

画面，所以对画面中的要素的主次关系、虚实对照、呼

应形式等的考虑成了关键，这也使得意象油画展现出了

一种西方油画完全没有的东方韵味。中西油画虽然都注

重虚实对照，但在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在西方绘画中，“近

实远虚”和“前实后虚”都是通过人的眼睛对观察对象

的构成进行的一种客观的反映；而在意象绘画中，画家

对虚实的表达并不局限于简单的视觉上的改变，在更深

层的意义上，画家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创作中

融入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觉和认识，从而使自己

的情绪和美学体验相结合。

留白是中国传统画中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后逐

渐运用到意象油画的创作中。画家通过活用中国传统画

中的留白来表现画外之境，通过留白对图像进行形体上

的加工，在画中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关系。对于意象绘

画而言，其中的留白技法与西方传统绘画有着显著的区

别。在西方传统绘画中，留白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它是

一种没有任何事物存在的空洞；而在意象油画中，留白

强调的是一种疏离感，只有留白恰当，才能让人理解其

艺术性 [8]。在构图上，在传统审美思想的影响下，画家

都较为注重内心情感的表达，他们在绘画过程中对景物

进行选择和取舍，再将其重新组合于画面之中，力求表

达内心情感，而加上合适的留白，便可以在虚实处理的

基础上突破空间的局限，从而实现物体图像在立体和平

面之间的变换，最终呈现出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以及画

家的心灵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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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象与意境

中国古典绘画深受中国哲理的影响，对事物的认识

不仅体现在观察和描摹上，更体现在将主观情感投射在

所见之物上。这种意象化的处理方式使得画家的主体思

想在源于自然之象的描绘上追求一种超越物象外表形态

的意境之美。意象油画创作者受到这一中国传统画论的

启发，将其中的灵性原则和造型原则应用于油画的创作

之中，虽然依旧以西方油画工具和材料为载体，但画家

能随心所欲地描绘和勾勒内心的灵性，使得作品有着深

厚的意蕴。这就要求意象油画创作者不仅要对所要描写

的事物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还要通过作品传达

自己的感情，从而达到借物抒情的目的。意象油画创作

者在这种艺术创作观的指导下，在塑造油画形象时多采

用分解和重建的艺术手法，同时从自己的主观情绪入手，

以自己的视觉感知经验和直觉经验为基础，对事物的形

态进行归纳，从而表现出一种形式美。

意象油画是一种注重“形”和“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意象油画创作者选取自然景物，对其进行概括、提炼，

使其符合画面的需要，并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表现在画面

上，让观者结合自身的审美体验体会创作者的思想情感。

尽管每个观者的感受不尽相同，但在自身的审美经验与

画面互动的过程中，观者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妙不可

言的精神共鸣，这就是意象油画的巧妙之处。

（三）色彩与感知

中国画家深受中国哲理的熏陶，在色彩运用上形成

了一套思想观念系统。道教提倡以朴素为美学观，力求

使用单一的颜色来获得回归自然的效果。在南朝画家谢

赫看来，艺术家在作画时要做的就是脱离事物原有的颜

色，抓住事物的共性。西方油画是一种光线与色彩的艺术，

特别是印象主义绘画，它对光线与色彩的刹那转换有着

强烈的追求。意象油画汲取了中国绘画中的颜色思想，

并与西方的颜色思想融合，在表现手法上突破了传统颜

色和光线的束缚，达到了“以心观物”的境界 [9]。艺术

家们在创作时根据主观意识来感受色彩的变化，感知物

象本体，根据作品主题、意境的表现、主观情感的表达

和画面形式等来对色彩展开主观判断，在画中所展现出

来的是一种充满了东方美学和人文特色的色彩，不管是

平静、含蓄，还是热情、奔放，都展现出了一种非常强

大的意象性和象征意义。意象油画既汲取了中国古典画

的颜色观念，又对诸如印象主义画派的近代画的颜色观

念进行了一定的学习和借鉴，并以此为依据，弱化“象”

的立体空间构造对颜色的冷热变化的作用，代之以重视

颜色的整体效果。意象油画的颜色特点还来自对中国绘

画中墨色的继承，即对墨色的变幻和对墨色的追求。此外，

意象油画创作者们还借鉴了中国绘画中的“色变”思想，

用来表达画面的色彩韵律，营造画面的意境，从而使绘

画的色彩语言更加丰富多彩。

结 语

意象油画是从传统西式油画发展而来的，但是两者

有着本质的区别。意象油画独特的艺术语言，是在不断

发展的基础上汲取了中国绘画的艺术语言、中国哲学和

艺术精神，从而形成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

意象油画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更不是强行意象化的西画，

其核心是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绘画美学。在油画艺术语

言民族化的进程中，意象油画继承和创新了中国传统“意”

的内涵，又以图像油画的形式语言为基础进行必要的革

新，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具象和抽象的中国民族图像

油画。意象油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色，

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立足于油画的艺术语言，吸收和

融合了中国绘画的笔触线条、构图的平面化、笔法和意

境的表现，呈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美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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