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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透后再次进行罩染，反复进行，加强了丰富的层次

感与厚重感。在这样由暗调到中间调的一系列铺垫

之后，他洒在额头上节制的光线随着丰厚的笔触得

以呈现，由强烈的虚实与明暗对比所带来的无与伦

比的视觉美感，耐人寻味。纵观整个画面，其明暗跨

度极大却层次分明，而且各层次之间相互渗透，丰富

而和谐。亮部的厚涂和暗部的罩染，一面是厚重有

力，一面是神秘深邃，形成恰到好处的对比，并统一在

沉稳的意境中。和谐的虚实节奏带来一种稳健和深

沉感，带来一种难以言述的浩大、无限和永恒的感受。

钟涵先生将其描述为“灵魂深处出来的内在光照”，

“给人以在精神王国中的自由想象”［４］。

　　二、光影在伦勃朗作品中的魅力

表现

　　光影手法及其变幻运用，使伦勃朗的作品魅力
无穷。

１．体量感的呈现
体量感是画面物象给人的结实、厚重的视觉审

美感受，光影的应用使伦勃朗作品的体量感至少体

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伦勃朗惜光如金，画面多处

于一种神秘的暗调中，暗色调在画面中的比重增大，

在视觉上自然会造成一种重力的错觉，比亮调为主

的画面更易于产生强烈的体量感。二是他对于丰富

的光影层次的微妙处理。他的画并非一遍画完，而

是从暗部开始往亮部罩染，暗部通过反复多次的罩

染来加深［３］，因此每一个局部都反射着丰富的多层

光泽，即使暗部也是虚而不空，有一种难以参透的浑

厚感。塑造亮部的时候，粗砺的笔触在呈现物象的

同时，本身的材质感也在视觉上带来沉甸甸的可触

性和坚实感，比那种描绘得像瓷器一样平滑的形象

带给人更强的心理厚重感。

２．编导式的主次组织
在伦勃朗的绘画中，光是组织画面的重要工具。

在对作品的编导中，伦勃朗常运用光来编排人物的

主次轻重，最强烈的光影对比常常出现在最能点题

的人物上，就像舞台上向主要演员聚光一样。画面

人物依据光影的变换，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这一点

在他的大场面的绘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如《通奸

的女人》（见图３）：光线最集中的地方是跪着哭泣的
女人，洒在她身上的强光使她自然成为了画面的视

觉中心，而后才是耶稣（在圣经题材的作品中，耶稣

是主角，然而在这幅绘画中，通奸的女人则比耶稣更

加清晰、突出），然后才是周围的众人。光的下一个层

次转移到了右上角的正在审判的人群，表明这是一处

审判所，最后才是远处几乎完全处于黑暗中的无关紧

要的群众。这样的编排体现了伦勃朗的独具匠心。

再看《圣殿的敬献》（见图４）会得到同样的印象：光束
强烈地聚于幼年圣母、圣母之母和怀抱圣母的长老身

上，将“圣殿”、“敬献”的主题一下子就呈现在观众的

眼前，其他的人物与他们比起来都显得暗淡。如此大

胆地运用舞台光，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３．画面视觉韵律的引导
伦勃朗绘画作品中通过光影产生视觉秩序的引

图３　《通奸的女人》（伦勃朗，１６４４）　　　　　　图４　《圣殿的敬献》（伦勃朗，１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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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常带来一种节奏的律动。在《ＬＡＺＡＲＵＳ的复
活》（见图５）中，点题的虽然是躺在槽中的 ＬＡＺＡ
ＲＵＳ，然而高潮却是在耶稣高举的右手，那是象征着
无限神力的姿势。仔细地观察，我们会发现其中的

高明之处。左边探头的两个人物并非画面的主要人

物，却得到最强烈的光照，从整张画面的大局出发，

我们将会清晰地看出，这两个头部其实仅仅是伦勃

朗安置在此处的两个亮区域而已，它们连线的延长

线恰好与耶稣高举的右手相一致，大大加强了手的

“势”。再看洒在 ＬＡＺＡＲＵＳ身上的光，顺着他弯曲
的身体，跨过一片暗色的区域，与耶稣的头、手处于

同一直线上。这样，上述的两条直线构成画面最重

要的结构线，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构图，而耶稣的右

手正处在三角形的顶点，使得手的动势更加明显。

可见，画面中光影的运用是为了引导视线向耶稣的

右手转移，在视觉上暗示高潮之所在，从而带动整张

画面产生一种强烈的向上的趋势，隐喻其无限的力

量。对于这种“势”的处理更加精彩和到位的当属

《下十字架》（见图６）。画面描绘的是众信徒将耶
酥的遗体移下十字架的情景，场面宏大，可是惜光如

金的伦勃朗仅仅将光照的区域控制在中心的一小块

面积内。光从顶上放布条的信徒的手臂往下，倾泻

在洁白的布匹和耶酥瘫软的身躯上，直到那指向地

面的双腿，带给观者一种强烈的下落感。其余的细

节在伦勃朗看来都是陪衬，他将那冗杂的一切都湮

没在幽暗中，包括以往艺术家乐于大肆渲染的悲痛

的圣母。通过这种处理，使亮部区域更加明显，突出

了画面的下落的动势，构成上显得强烈而纯粹。他

脱离了以往细致地描绘人物表情动作的俗套，却让

观众在心理上感受到画面中的一种强烈的悲恸，体

现了形式运用的独到之处。

４．画面气氛的营造
运用光影的高超技巧也使得伦勃朗能够随心所

欲地营造画面的气氛，使之具有某种象征性。以

《牧羊人来拜》（见图 ７）为例，画面的四周一片昏
黑，难辨形态，这为作品中节制的光线与神圣主题做

下了铺垫。画面只有一个光源，此处伦勃朗自由而

大胆地发挥了他的智慧，强烈的光与其说是从那不

可见的光源而来，不如说是从躺在杂草中婴儿———

耶酥的身体上发散出来的，金黄色的光芒甚至有点

刺眼，照亮了周围静静伫立着的人群，以至于马灯在

这圣光下也显得昏暗。这样一种在黑暗中的耀眼金

光给画面染上一种神圣的气氛，象征着耶酥作为救

世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将光明带给了人类。另一名

图５　《ＬＡＺＡＲＵＳ的复活》（伦勃朗，１６３０）

图６　《下十字架》（伦勃朗，１６３４）

图７　《牧羊人来拜》（伦勃朗，１６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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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圣彼得否认耶酥》（见图８），讲述了耶酥断言圣
彼得在天亮之前会否认他３次的故事，这与《牧羊
人来拜》的气氛截然不同，伦勃朗同样巧妙地运用

光影来达到效果。光源来自那侍者掌后的一根蜡

烛，除了圣彼得的右脸，整个画面几乎所有人的脸都

背着光，只能靠反光辨认出大体模样，特别是右面的

两个士兵的颜面在斑驳的反光下简直如鬼魅一般，

“这黑色的形体并不是作为一个应该肯定的和有血

有肉的躯体出现……而是作为一种阻碍光线照射的

否定形象出现的，这样一来，它看上去既没有立体

感，又似乎不可触知，恰如一个在空间中移动的貌似

人形的幽灵”［１］（Ｐ４４１），伦勃朗正是运用了这种方法，

使作品笼罩着一种沉闷和阴郁的不祥气氛，预示着

即将发生的一切。

图８　《圣彼得否认耶酥》（伦勃朗，１６６０）
当然，在美术史上伦勃朗能拥有崇高的地位，绝

不仅仅是由于其光影技法的娴熟。光影手法是实现

其对生活、艺术的整体体验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光

影的情境营造，结合诸如笔触、色彩等形式要素，将

其在精神层面的敏锐洞察予以视觉性地传达，不可

言表却清晰可感。

　　三、结语

伦勃朗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不因时代的变迁

而褪色。研究伦勃朗的光影手法及其实现技法，有

助于古典绘画学习者体验古典气息、学习情境营造。

当下观念绘画、艳俗绘画、政治波普等流派大行

其道，画家和批评家中出现了一股过分强调观念，忽

视甚至蔑视技法研究的趋势。而对伦勃朗作品的技

法研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通过严密的设计和扎实

的技巧才能使观念得以呈现，否则观念和体验只能

是空中楼阁。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照片越来越成为创作的

资料来源，这固然使素材的获得变得简便且更为丰

富，但也使人的体验逐渐平面化、浅表化，对伦勃朗

实现光影效果的研究表明，其光影效果是伴随着绘

画手法的娴熟运用所产生的强烈的绘画性美感的体

验而实现的，相比当下绘画中对图像的表面效果的

模仿，其对视觉与心灵的刺激不可同日而语。在这

浮躁的时代，对伦勃朗作品的体会和研究有利于我

们反思绘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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