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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油画语言东方与西方的融合

作者：罗伟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要：中国艺术的冲突与融合几乎是二十世纪萦绕中国艺术家的一个恒久的课题，

这既是一个文化挑战，也是一种文化机遇。因为就艺术语言而言也许世界上不会再有一

个民族的艺术家会像中国艺术家这样在可以开发性认识世界的同时，又拥有如此丰富的

本土艺术传统，这种背景既为他们的艺术提供了双向资源，也为他们超越两种艺术创造

了可能性。油画已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成份，艺术本无国界，油画是东西方共同拥有

的，是国际性的。  

  关键词：油画；东方；西方：融合；意象  

  油画是用透明的植物油调和颜料，在制作过底子的布、纸、木板等材料上塑造艺术

形象的绘画。它在欧洲起源发展，近代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画种。它的前身是15世纪以前

欧洲的蛋彩画。一般认为，15世纪初期的尼德兰画家凡>爱克兄弟是油画技法的奠基人。

他们在前人尝试用油溶解颜料的基础上，以亚麻油和核桃油为媒介作画。这样在作画时

运笔流畅并能反复覆盖修改，干透后的颜料附着力强，色泽鲜艳，不易剥落和退色。因

此这种新的材料技术很快在欧洲其他国家传播开。 

 

  油画从两方传入中国已有400余年的历史，据载最早的油画是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

国，有的传教士还被聘为宫廷画师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来中国时就

带来了油画材料绘制的天主和圣母像，这大概就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油画了。油画传入中

国之初是被文人画家所排斥的。中国画注重写意，而油画重写实，在空间表现上也各不

相同。我们先读一读清代画家邹一桂对于西洋画法的批评，可以见到中国画之传统立场

对于油画的表现持一种不满的态度，邹一桂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

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

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

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由于古典油画面的基督教色彩和美学理念被东方抗拒，因此，东西方绘画未在古典

时期溶汇，不是地域的原因，而中文化和观念的原因。东方人接受油画是因为接受了民

主与科学。中国人以油画作为绘画语言，还只是近一百年的事。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探索

历程，油画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画家自由地表过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语言方式。艺术本

无国界，民主和科学无东西方之分，油画理应无东西方之分。油画最初被引进中国的时

候，就面临着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的问题。事实上，刘海粟、林风眠等前辈在油画的创

作实践中，从一开始就走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即用大量中国画的艺术观念、用几千年

积淀的民族审美心理去改造了油画。刘海粟曾说：“我用石涛的笔调，驱使油彩，横扫

在画布上，求得国画的风神，同时又是油画>>”表现东方精神从第一出国留学的油画家

就已经开始思考了，只不过每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解决方式而已。20世纪20年

代留学归来的一些油画家林风眠、徐悲鸿、卫天霖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解决这个问题。60

年代初以罗工柳为代表的一些留苏艺术家直接提出了“油画民族化”的见解，到80年代

初新一轮出国潮开始后，又有对“油画民族化”口号的批判，认为应当把外国最原始的

最纯正的油画学到手之后才能够谈论其他问题。当90年代探索的大潮落定，艺术家们对

油画表现东方精神的认识才走向客观、平实、准确一些了。有关中两方艺术结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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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具有现实意义了，其中就有一种对油画的“意象”和“写意”的认识，特别是一些

年纪较大的油画家，更愿意使用“适合东方人内涵蕴蓄气质的某些绘画材料、工具和技

法，如纸质、笔意、浑融活泼和纵横挥洒的笔法”并身体力行。  

  在油画里溶入东方艺术的神韵与审美特质，这方面不乏成功者，赵无极是最先进入

史册的华裔艺术家，他巧妙地在抽象画里溶入水墨意象的成份和以书入画的东方绘画特

质，但他的成就是在西方取得的，赵无极成熟期的作品反映了由对西方抽象艺术的热衷

到回归中国传统这条主线，而这种回归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他是有机的，是从哲学

和美学的高度审视下的回归。他那酣畅淋漓的油彩下所蕴含的东方意韵令人沉醉，而其

笔端也白然的流露出了几十年海外生活所理解和渗透的西方的浪漫主义色彩。那些美好

的意象不时角动人们的心弦，使涌动着地神奇变化的风云，咆啸微茫的海涛顿时融化在

无尽的艺术幻想中。  

  两方的大师们如德拉克罗瓦、布歇、凡高、马蒂斯等的画作中经常充满着对东方世

界的神奇想象，然而大多只算是对表象的理解，是两方现代艺术对“东方”概念的小小

结论。赵无极绘面的巨大成就在于他为一个中国人，绘画扬溢着对东方精神的理解，并

将自己和作品融入到东方的艺术哲学之中。在西方人看来，赵无极的绘画迎合了他们普

遍意义上对“东方”遐想的心理期待；而在中国，人们所赞赏的是他将“抽象”绘画的

理解东方化，使在精神上得以融通。于是赵无极的绘画便成为东、西方人们眼中的成功

的视觉经验。他是以两方的表现形式发掘中国的艺术传统和艺术精神，将西方的抽象融

入了东方的意象之中。他的盛期作品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形式世界，让人生发出许多投射

了审美联想的幻觉，从中叠印出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自然世界。独创了“抒情抽象派”

的绘画风格。其间隐含着大自然的神韵和中国文人画的意境，充满着东方的神秘与中国

的诗情。  

  在油画里溶入东方艺术精神，成功者还有朱德群先生，他是当今著名海外华人艺术

家之一。在法国期间，朱德群先生一面感悟西方绘画之真谛，一面进一步体会中国美学

思想，终于创出风格独特的自由而抒情的抽象绘画。他的绘画，色彩绚丽，光影迷离，

引人走进一个超越了客观实体的意象世界。那里，在变换复杂的空间构成和具有书法韵

味的点线挥洒之间，气韵流动，能量勃发，画家的激情仿佛附和着宇宙洪荒的原始节奏

而跌宕起伏。朱德群先生虽然采用油画的表现形式，却深得中国艺术之精神，以忘我的

情怀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为我们展现着“象外之象”。  

  我们再来看看吴冠中先生的绘画作品，他的油画创作，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意象性

特征，这是他能够打通和超越墨彩与油彩的语言阻隔，进行审美意趣相互转换的关

键。；因此，他的油画，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文化诗情和神韵；他的彩墨，凸显了日常生

活场景里的点、线、面、色之间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形式构架。可以说，不论油彩还是墨

彩，都构成了吴冠中先生中国文化神韵的“有意味的形式”。吴冠中先生能够从容地走

在中西绘画之间，用现代艺术语言呈现中国文化精神，是和他的开放胸襟、文化积淀以

及他自己永不停步的创造意识、孜孜以求的勤奋劳作分不开的。  

  在油画创作中具有东方神韵的艺术家不能不提到苏天赐先生，纵观苏先生的油画历

程，至关重要的是他早年受聘于国立艺专期间，在林枫眠先生的引导和启发下，苏先生

自觉地对东西方文化的传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存创作中探索两者融合的可能性。他试

图将东方绘画的线条融入到油画中去，使富有变化的和内涵的线条还原到绚丽的色彩之

中。苏天赐的油画作品，无论是人物，或是静物和风景，线条在其中都是重要的因素之

一，它们在有序和无序之间穿梭与游动，赋予作品一种东方的灵动与神韵。他敢于夸张

色彩的浓度，并由此构成整个画面的调子，这些色调虽以现实的感性为基础，但更多糅

入了他对于某时某地的综合感受，由此使这些色调只有温馨、恬淡、平和、亲切的记忆

性和情感性。他的作品虽然很具象，但时时散逸出飘渺的非现实时空；色调单纯，却不

   



单一；许多色彩的微差经得起咀嚼和品味，具有色彩的地域特征和诗化特征。画面的景

物均经过心灵的筛选与整合，概括而理想化。如果没有意写笔触，他的那些意象色调绝

没有现在的光彩。他特别讲究用笔的力度、方向和节奏，他把自己的激情、丰神和意趣

全部灌注到那些富有弹性的笔触之中，是笔意、笔性和笔韵赋予了他简洁的构图与单纯

的色调以饱满的张力。  

  苏天赐的油画中有中国画的气韵，风景总是苍润而灵秀，瓶中的花燃烧着生命的火

苗，这是艺术家的激情所至。苏先生说，绘画是表现自己的情绪，就像小孩子拿一支笔

涂来涂去表达自己的快乐一样。你真的有感情就能画出有情感的画来，品格和心灵是怎

样的，就画出怎样的画。  

  中国的油画曾因视野的局限，遭遇过一段盲人摸象的经历，改革开放后，大家才看

到欧洲的油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然而，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崇拜的莫奈、凡高、

毕加索、米勒等西方的艺术大师，都曾从东方的艺术中吸取了丰厚的营养，安格尔和德

拉克洛瓦醉心于近东风情，非洲雕刻帮助毕加索创出了立体派绘画，日本浮士绘是梵高

和高更等大师的致胜法宝。东西方溶合之路，是许多西方大师都走通了的金光大道。  

  其实，在人类艺术发萌之初，尔西方艺术表现形式十分相似。中国诸多岩画与西班

牙、法国等国的早期洞窟壁画都能找到共同点，在手法上都使用了“意象”、“象

征”，有意识地运用绘画符号记录社会活动场景。由于各自的历史原因，尔西方艺术分

道扬镳。西方科学发展导致了绘画艺术以解剖学、透视学、比学、色彩学、心理学为主

的写实主义为核心艺术的产生。直到19世纪以后才逐步产生出印象派、立体派等艺术画

派。而在中国，受着伦理、哲学、宗教诸多的影响，绘画艺术步入更高层面的意象主义

轨道。意象艺术的特点是“立意造像”。在西方具象艺术中由于透视学的限制，光、形

就是一切，一切都很符合形的要求。而意象造型中的“象”，不仅是形，而是受中国传

统文化影响藏有深刻的含意，而意象中有意、意中生象，立象尽意。中国绘画的意象表

现为“似与似不似之间”，目的是完成“不似之似似之”的一种作品的内存“神似”，

这种“神似”仅仅只是绘画作品的一种表现与表象，一种画家的理念上的技法再现而

已。要使作品内涵真正达到完成的“神”的境界，还需要画家注入自身内在的丰满的精

神，以求“意”的最高境界。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中国意象油画”的命题，在“2005海春季艺术沙龙”的展

会上，推出了一个以“中国意象油画”为命题的“江浙沪油画家联展”，“中国意象油

画”命题的提出，是林风眠先生倡导的“调和东西艺术”这>学术概念的另一种阐释。回

顾百年以来的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我们早已不再满足中国油画就是中国人画的油画这

一粗陋的判断，原因在于这样的判断并不能使中国人的油画获得世界性的艺术地位。描

述什么是“中国油画”的根本意愿，是确认中国油画之于世界性油画(或者说是油画)的

意义和价值问题，“中国意象油画”的提出，显然容易使人与这个问题对接，恐怕也是

这次活动的主办方的根本意愿。苏天赐先生提出：“中国的油画用中国自己的美学理论

归纳总结，已经是时候了”，张祖英先生说：“意象油画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为解决

长期以来意欲建立油画的中国标准问题做出了努力”  

  的确，用“中国意象油画”来描述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二十来的变革创

新，有其合乎情理的部分。“中国意象油画”的命题显然已超过迎合普通情理的描述层

面，已然扩张为一个更具学术指归的判断，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观念召唤，一个具有派

别意味的艺术旗号。  

  在多元互补的艺术格局中，寻求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融汇，理性与感性、科

学与艺术的契合，创造具有时代精神、地方色彩、个性特征的中国油画，这正是世界艺

术向后现代发展走向综合的大趋势。与世界艺术潮流保持基本同步的格局与节奏，是中



国油画正常发展的表现，也是油画取得更大成果的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上四大文

明古国，唯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没有中断。这恰恰是勇于接受外来影响，开放革新，

善于融合吸收的结果。中国文化在南北交融、中外交融、东西交融中发展延续，这就是

中同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规律。  

  在一切艺术创造活动中，艺术自身的本体价值和规律是最本质、最重要的。高扬主

体意识，开掘本体价值，在当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勇于吸收而善于融合，新世纪的艺

术家们必将奏出中国油画更加色彩斑斓的华彩乐章。 

  原载《艺术百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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