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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变异
———中国写意油画的形成与发展

游海明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艺术系，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油画与中国水墨写意在即时表现和画法方面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二者融汇创新，最终生
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中国写意油画。中国写意油画面貌多样、各具特色，但作品中或多或少都

具有传统思维与写意语言的特征和关于本土化语境的描述。随着对中国写意油画探索的不断深

化，人们已从最初对技巧的关注转向了对作品内涵的深度挖掘，使写意油画越来越具有传统文化的

韵味。应当敢于打破画种界限和艺术观念上的窠臼，在传承与变异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

话语和艺术评判标准，这对当下中国写意油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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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直接画法与中国水墨写意所共同具有的即
时表现特点，为我们探寻一种适合中国传统审美习

惯的油画形式，即西方油画的本土化转换，提供了机

缘。对于中国传统写意的文化渊源与传承，以及将

写意笔墨作为中国油画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在

国内理论界已有研究，如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

教授就明确把写意性作为未来中国油画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接点，提出写意性是推进中国油画深入

发展和本土化演进的一条重要思路，从理论上点明

了写意性是中国写意油画形成的核心内涵。［１］本文

拟从中西绘画相互融合、交汇的技法层面上探究中

国写意油画的形成，并对当下写意油画的表现形式

与内涵等进行梳理，以期有助于中国写意油画进一

步的深化与发展。

　　一、中西绘画技法的融合与变异

不同艺术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十分重要，西

方艺术就曾经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绘画和书法

的影响，如毕加索和马蒂斯等诸多艺术大师，都从东

方艺术中得到过启示。从印象派的油画作品中，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尤如中国绘画的用笔和线条，如印

象派著名画家德加能根据形体的起伏画出不同粗细

变化的线条，不乏中国水墨写意画笔法那样的简练

和流畅。

在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百余年中，中国油画家

就一直不间断地进行着中西绘画融合的探索与实

践，以期实现油画本土化的语言转换。由于中国水

墨写意画是由画家用画笔直抒胸臆，运笔与用色均

要求快速、准确而直指心灵，而西方油画直接画法具

有现场快速挥洒、表现自由的特点，使许多喜欢用色

彩宣泄情感的中国油画家找到了共鸣，于是，在崇尚

写意的中国，油画直接画法的即时表现性备受推崇，

遂成为中国油画家抒发情感的主要表现方式。同

时，在其油彩的挥洒中不断尝试把传统绘画的写意

语言和表现方法融于其中。正是这种表现方式上的

契合，使西方油画与中国水墨写意画融汇一体，并最

终催生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中国写意油画。

从技法上看，油画直接画法与中国水墨写意画

的确存在某些共通之处：（１）即时性表现，这是中西
绘画最重要的共同点，两种画法都具有直接挥洒、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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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情感的表现特性。（２）油画直接画法的湿画法，
其油色流动产生的墨色淋漓与水墨效果接近。（３）
擦、干笔法产生的枯笔和飞白，如同水墨皴法。（４）
散涂法可以使色彩产生类似晕化的笔墨效果。这些

共通之处使两种画法具备了互相融合和转化的条

件。两绘画技法之间也有互补性，如擦和干笔法可

增强笔墨的书写趣味和写意性；色块法可强化色彩

丰富的表现力和油画的语言特性，避免因简单模仿

笔墨效果而造成的色彩贫瘠；平涂法简化明暗层次，

平涂的色彩恰好用于表现画面的空白部位。空白和

简约是中国画非常重要的一种图式，故在写意油画

中经常平涂出大面积的色块，既有空白，也有色彩；

厚涂法利用油画颜料堆积成凹凸不平的肌理，因厚

重的色层使笔触显得厚实而稚拙，就像使用毛笔侧

峰和干墨画出的苍劲线条；而用画刀或笔杆划出不

同粗细线条，也与画面的写意性笔调相得益彰，别有

情趣。

中国绘画独具韵味的写意笔墨与极具魅力的油

画色彩，分别代表中西方绘画艺术的精华，故应融合

各自特长，将其有机糅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写意油画

中最动人心魄和最具艺术魅力的元素组合，这样才

能促进艺术的创新发展。毕竟油画与中国画不同，

如果过于削弱色彩而强化笔墨，不但导致画面色彩

单调，缺乏生机，而且容易出现一种因过于清淡而产

生的阴柔之气；反之，如果只注重色彩而缺乏笔墨表

现，也难以体现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诗情与意境及

水墨特有的清雅与庄重。只有做到色彩和笔墨的融

合表现，在画面中发挥各自的长处，方可相得益彰，

这样的融合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式写意

油画的形成便是这种融合的结果。

此外，中国本土民间艺术也可为中国油画的创

新发展提供借鉴。民间美术中独特的图式、造型和

艳丽的色彩及其中所蕴含的气韵、意境等具有鲜明

的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内涵，可为中国写意油画的形

成与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二、中国写意油画模式探讨的实践

中国写意油画有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模式，但不

是一种样式或面貌。就内涵而言，不管什么油画样

式，只要能够体现中国写意的精神内涵，都属于中国

写意油画的范畴。这样，对于各种传统美学的追求，

如气韵生动、计白当黑、意境营造和笔墨趣味等民族

特有的审美追求如何在当代油画表现中融会贯通，

就显得十分重要。

气韵生动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审美核心，代表中

国传统艺术审美品评的最高标准，同时也是衡量写

意油画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当下中国的写意油画

大多属于具象范畴，需要“形”作为表达媒介，并融

合主观精神，在塑造形象和景物的过程中，以“不似

之似”的客观表现，达到抒发感情的目的。这类作

品因将具象与写意表现融为一体而深受人们的喜

爱，拥有众多的油画家队伍和广泛的欣赏者群体，代

表了当今中国写意油画的主流。如著名油画家吴冠

中、苏天赐、张钦若等，他们对油画色彩和笔墨的融

合表现均十分成功，既有传统写意的笔墨韵味，又具

有油画语言特性的艺术魅力，很多画面表现了山水

情怀和如诗一般的意境。

有的画家着重追求色彩表现，色彩变化丰富、亮

丽、明快，对比强烈，充分发挥油画色彩的艺术魅力。

但因画家在油画中融入了传统写意的理念和表现方

法，故用笔极其洒脱，随意生动，厚涂的笔触苍劲厚

重，并加以线条勾勒，所以画面也具有很强的写意性

和视觉冲击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女画家闫

平等。

也有许多画家借鉴传统的山水图式与符号，勾

皴、点染并用，色彩淡雅而不失丰富，将西方风景与

中国山水意境结合得天衣无缝，具有浓郁的中国风

格。如张冬峰等画家的风景油画。

有的作品则游离于具象、抽象与构成之间，在具

象之中融入了抽象的元素，并且极为注重块面之间

外形的构成美感，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具象与

抽象等因素都结合得十分完美，因此在写意性表现

中具有唯美情调的倾向。如俞晓夫、黄菁等画家的

油画作品。

还有一些作品完全脱离对形的描绘，走向了纯

主观的抽象表现，如赵无极和朱德群等大师的抽象

画作品。尽管他们采用的是抽象语言，作品却一样

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和写意韵味。

总之，写意油画可谓面貌多样，各具特色。尽管

画家各自选择的切入点和表现风格迥异，却有一个

共同点，就是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具有传统思维与写

意性语言，亦即有关于中国本土化语境的描述，因此

都同属于中国写意油画艺术范畴。

　　三、中国写意油画发展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写意情结，因而具有悠久文

化传统的写意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有着非常广泛的

群众基础，这正是油画为什么在中国会走上写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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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重要原因。“写意”，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奥义影

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审美理念。由于先民们受原始

宗教中灵魂不死观的影响，在审美观上形成了重神

轻形、重质轻文的审美追求。特别是东汉末年，佛教

传入中国，形神论中的“形尽神不灭”的观念对中国

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渗透到艺术领域。此后，

“中晚唐禅宗的兴盛，又一次深刻地影响了审美理

论向‘离形得似’的推进，使审美理论普遍地追求

‘写意’和‘传神’，即不注重对象的外在形貌、声色

的逼真描绘，而是力求把隐藏在形貌、声色中的内在

精神、气韵等本质的东西呈现出来”［２］。在这种文

化背景之下，中国各种传统艺术作品都不太注重对

象外在形貌的逼真描绘，而是着力于对象内在的精

神表现，如绘画、雕塑、园林、戏曲、诗歌等，无不倾向

于“写意”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理念在漫长的历

史演变中早已凝结为一种中国传统艺术领域独具风

貌的主要特征和文化情结。

油画直接画法虽然具有表现性，但其表现性与

中国写意理念却有很大不同。中国文化追求“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故传统艺术也倾向于含蓄和委

婉，完全有别于西方表现主义激情、冲动和呐喊的表

达方式。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人生观的巨大

差异形成的，反映在作品中的内涵自然也存在很大

差别。因此，我们在融合西方艺术语言的同时，需要

不断加强自身传统文化的积淀，深刻领悟传统文化

和写意精神的深层内涵，才能在作品中凸显本土文

化的特征，使作品真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否

则，即使拥有很高的表现技艺，甚至画面也具有很强

的书写性，也很难从其作品中散发出一种中国传统

文化精髓里特有的清韵与诗性，这样的作品自然不

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写意油画。

任何门类的艺术都不应否认表现技巧的重要

性，因为艺术语言所呈现的技艺之美，是提高作品艺

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主要因素，其重要作用不言而

喻。技巧虽然重要，但终究也只是形而下的“器”，

技巧如果不能体现特定文化的内涵与深度，而只是

流于程式和表象，那么最多只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

愉悦而已。因此，写意油画如果不具备中国传统文

化的实质内涵形而上之“道”，而只是表面的技法融

合，那么就不能使作品产生实质性的转变。由此可

见，写意油画的形成和发展，除了需要娴熟高超的表

现技艺之外，更重要的是画家要有丰厚的文化内涵。

因此艺术家要对本土传统文化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与

感悟，才能有针对性地在油画中把握传统写意语言

的融入，成就真正具有本土化特征与内涵的写意油

画。对此，著名美术评论家尚辉认为：“意象油画的

写意精神已无关乎语言和技巧，而是艺术主体才情

与学识的影射。”［３］美术史论家曹星原也主张中国

油画应成为“有识之画”，认为艺术作品应能体现

“中国传统审美观中所强调的超越对物象的辨认，

寻求画外之意的作画主旨”。［４］

随着对中国写意油画探索的不断深化，人们已

从最初对技巧和形式的关注更多地转向了对作品内

涵深度的挖掘和重视，从而促使写意油画越来越具

有传统文化的本土韵味。只有让人的主观意识和个

人感情在作品中充分发挥，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才

能真正地沟通人们的心灵，而这些都是艺术家自身

学识在作品中的自然显现。具有独特本土文化内涵

的作品方可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成为人类共享的

精神财富。因此，在程式技法的融合与表现中，关于

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应有的关注，都将促

使画家在技法表现中融入更多本土文化的内涵与基

因，使“器”能够真正地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写意之

“道”，这是形成写意油画模式的重要因素。

此外，还应当敢于打破画种界限和艺术观念上

的窠臼，在传承与变异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艺

术话语和艺术评判标准，这对当下中国写意油画的

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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