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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画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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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当今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大环境中，中国当代油画较之传统绘画，在形式的表现

和观念的表达方面越来越突出。中国油画未来发展的方向该如何定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

题。本文就当代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试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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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当代庞大的视觉平面艺术体系而言，传

统意义上的油画仅仅只是一个并不宽泛的子系统，

而这个庞大而开散的艺术体系使得当代油画的概念

变得十分的模糊。由于西方当代油画的弱化乃至结

构，尤其后现代，当他们以装置、行为及新科技为手

段进行的艺术活动成为主流时，就已经酿成了艺术

与非艺术的混乱。艺术在走向生活，走向大众。艺术

家与普通人已没有天然的鸿沟。人人都可能是艺术

家，继杜桑之后任何艺术形式都兼有可能！而此时的

油画仅是众多艺术形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它已从

数百年前的艺术至尊沦落为一种不再时髦的样式和

手艺。如今，它的直接概念是绘画，人们已经忽略了

它的纯正性，无论是材质、技法、还是精神层面。“油

画”在当今艺术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术语。

对于中国，油画无疑是泊来品，中国油画史是一

部拿来史，拿到现在，当西方油画已经消解在形形色

色的现代艺术中，仅从油画的本体意义去拿，已所剩

无几。于是有人便叫嚣：油画已经死亡！中国油画已

经走到了尽头！对于这样的观念我们不敢苟同，油画

产生于西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体现了西方人文

主义精神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更理性、更科

学、更直观的思维方式。根据文化发展变迁的规律来

看，虽然在西方一些地区，写实系统的油画确已退出

了主流地位，但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一种精神载体，它

还远没有穷尽其继续发展的空间，它完全可以在中

国找到再度繁衍发展的土壤。从明清时期油画的引

进到当代油画的发展状况之对比来看，油画在中国

的土地上历经百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精

神生活，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审美情趣方面都已有

相当程度的中国化。虽然在这当中有不少的挫折和

遗憾，但这已足以证明油画在中国是可以不断发展，

并最终融入我们民族艺术之林，成为我们民族艺术

的一个形式的。

面对古老而悠久的西方传统油画，中国油画是

年轻的。年轻的中国油画向西方学习了近百年的历

史，同其他的文化现象一样，经历了一个由被动遭受

西方文化的浸蚀冲击，到主动自觉的去认识学习的

过程。明清时期国人对于西洋画的态度是排斥敌视

的，油画发展的空间仅限于宫廷，极为局限。到了&-
世纪末，由于中国社会危机和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

在美术界出现了企图改良中国画的思潮，并直接影

响到“五四”期间的美术革命。从此一批具有抱负的

艺术青年跨出国门，成了第一批垦荒性的油画家。在

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凝集了几代人的努力。早期的

李铁夫，徐悲鸿等人拿进的是欧洲的写实技法（虽然

当时西方的学院派已开始衰退），显然这样的选择同

当时他们对艺术的社会功能的重视和对旧文人画的

反感，有很大的决定性。而刘海粟等人拿进了印象派

的风范。#"年代中国油画借道苏联间接拿进了欧洲

的直接画法，虽不是欧洲绘画的本源，但当代许多画

家的基本功大都由此起步。’".+"年代由于中国社

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艺术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艺术

发展很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背离了艺术发展

的基本规律，此时我们面对苏联二流画家的作品时

也都要仰视膜拜。到了,"年代中期，中国油画开始不

满于以往那种矫饰的现实主义和僵化的创作教条，

以更开阔的视野和务实求实的求艺精神形成了油画

中直追本源和建立中国气派的热潮，出现了稳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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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趋势，而此时由于世界各地艺术家的多元化发

展，使得纯正的高水准的油画家已寥寥无几，与之相

对的中国油画家们则显得更谦逊，沉着，为了达到一

流的技术和造型能力，中国的油画家们做了很大的

努力，从材料和技术层面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中国油

画开始有点意思了。假如此时我们再回过头去与苏

联老大哥比较，恐怕也难分伯仲。中国油画开始受到

世界画坛的关注。但同时并存的现象我们也应看到：

在近百年的油画实践当中的拿来阶段，限于历史的

局限，我们还无法进入油画深层次的本体思考，而近

几十年来自于政治经济的干扰使得油画自身发展出

现失衡和一定程度的偏离。体现在作品当中表现为

一些画家对绘画语言的掌握不足和作品精神内涵的

苍白。有的画家掌握了一定的技法，却未能深谙整个

西方历史文化所烘托出来的油画的精神内涵，而有

的画家虽在作品中注入了对中国社会和现实的思

考，但却缺乏对油画语言的锤炼和其审美价值的体

现，使作品空有内容而不具有恒久独立的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中，人们

正处在观念更新，意识的调整之中，而原有的思维方

式和各种新思潮的碰撞不断的加剧，在这样的社会

状况和心理条件下，画家很难超越社会和自身的心

理。画家也很难对艺术有专著的追求。许多画家在

对古往今来的诸种文化传统面对与其互反互逆背道

而驰而又同时并存的文化现象显得无所适从，似乎

除了默认也别无选择。体现在作品当中难免带有迷

茫和犹豫的色彩，缺乏那种从社会整体建立的崇高

信仰和品德，缺乏那种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强烈的

精神力量，更多的是从个人、个体的角度出发，个人

利益出发，带有盲目性。表现在另一方面其实就是一

些人的惰性和艺术的投机心理，于是现在大批的绘

画成了形式的游戏。其中的美与丑的开始变得模糊，

画家们的画布上更多的是对于形式的操作而忽视了

绘画的独立性和其必要的技术含量。如此情况，我们

的现实水准无法达到理想期望的高度。视觉艺术中

的形式美永远是其主要语言，但却被无限的扩展，大

有形式重于绘画之势，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简述：

一、为了表达而表达

在当下议论文化成为当今文艺界的流行时尚，

反映在美术领域表现为艺术创作不是艺术的发现，

而是作者观念的表达，是生活中找到一个能图示作

者观念的事件的翻版。油画创作成了表达观念，记录

事件的工具，而那些所谓的艺术家们进行的艺术活

动仅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艺术的装饰和文化干预。绘

画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美感载体，一件作品需要承载

一定分量的精神内涵，这是必须的，但绘画到底不是

哲学、不是文学、不是社会学、也不是思想，它终归不

只是一种精神和思想的载体，它还有着自己独立的

审美价值，我们不能超越它的社会功能，也不能削减

它的价值范围。在现代西方美术界存在这样一种现

象，一般美术展览通常由受聘举展人提出一个学术

目标，提出所谓的现在人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然后

根据这些问题做相应的策划，最后交给他们看好的

当代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们，让他们像工人一样干

活，把学者的思想视觉化、形象化。这无异于小学生

做命题作文，也好似一些电影和文学作品的关系，

即：“本片由某同名小说改编”，其作用只是突出其小

说的可视性。它们其实是在用油画语言讲着不同的

故事而已。

在当代一些中国油画家的作品中大量的充斥着

文化批判和游戏调侃的东西，强调生命冲动、原始本

能、生存询问等观念及观念的更新，这些作品反映出

一个共同特点：将文学和哲学的语言图式化，从而导

致绘画本身审美情趣的消解和视觉质量的下降！油

画艺术的根本魅力在于它本身画面独立的审美价

值，即必要的技术成分和其独有的特质美感。绘画本

身以及在绘制过程中渗透出来的意味远远高于我们

的种种想法和苍白的描述。画面上的东西我们可以

暂时不管，视觉直接所见的只是笔下功夫，视觉艺术

只有靠造型效果，其它的种种“想法”和“感受”在赤

裸裸的形体面前显得矫揉造作，不堪一击！那种认为

艺术是每个艺术家言说着的独特感受的说法是站不

住脚的，它混淆了绘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概念。形式

美永远是绘画的重要语言，唯一语言，人类绘画的历

史就是一部视觉史。绘画首先是一种审美活动，如果

我们因强作解人而踏如审美的误区，从审美直观的

情趣走向诠释，或为了自己的创作或探索，用概念和

言辞编制成一套理论化的陈述，那么此时的绘画就

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绘画只不过是充

当了一个文化注脚的角色！我反对艺术家将自己的

艺术直觉转化成一种理论推演，这样不仅勉为其难

也很失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很有可能成为艺术发

展的羁绊。我们没有必要用文字去阐释作品要表达

的意义，画家是用作品说话，而不是用文字。一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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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作品本身就能说明一切，艺术不需要用艺术以

外的语言来表达！

在此我们应该将文学与绘画相区分，应注意绘

画中有损于绘画独立表现的文学化倾向。在西方传

统绘画中是反对绘画隶属与文学的，在他们的词汇

中“文学化倾向”（!"#$%&!" %#’’"#(#!"）是一个贬义词。

在中国水墨画方面，自王维起出现诗画的相互结合

进而发展为诗画的相互替代，从而严重的阻碍了中

国绘画向造型方向的独立发展，这是中国绘画受文

学影响的弊端。自)*世纪印象派产生以来，绘画逐渐

摆脱了宗教和文学的束缚，其独立性和纯视觉性得

到强调。文学和绘画各有其长，文学源于思想，给人

以逻辑思维和文字之美，而绘画能给人以最直接的

视觉体验和审美享受。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背景下，观

念说教的东西已令人厌烦，各种思潮和观念汇聚合

流，震荡之后给人留下迷茫，留下思索。对于我们每

一个人而言都应该重新审视和确定自己的文化立

场。油画不需要太多的说教，哲学问题也不是油画的

本体问题，我们更多的应是面对画布和画笔的痴迷

和触碰！努力围绕提高油画的视觉品位和审美情感

等方面使油画创作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为了表现而表现

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经了许多的阶段，出现了众

多风格迥异的流派。从古典到浪漫，从现实到印象，

最后到表现。西方艺术至)*世纪末，后印象出现以

后，各现代流派风起云涌，大都打起反传统的旗号，

为了与传统绝裂，他们从艺术的表现手法到表现形

式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并借助于弗洛依德的精神

分析学体系找到了心灵构造的摇篮，胆子越来越大，

艺术语言变的越来越抽象，艺术形式也越来越离奇，

关注的对象由客观转向主观，强调个人体验、个人感

知，反对理性，强调激情，极度的颓废！让人怀念被淡

忘了的传统文化底蕴。或许抽象的艺术更适合表现，

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在国内一些艺术家为了追随国

际艺术潮流，其作品中也出现了大量的任意泼辣发

泄或不知所云，描头画脚的现象，甚至一些反审美的

东西也被赤裸裸的搬上画面，令人感到不知所措。殊

不知人类的情感是需要遮蔽，需要被悬置的，同样艺

术也需要一种语言的转换。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抽象

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一味的追求抽象表现，艺

术就失去了它本身所追求的价值，变得空洞、毫无意

义。任何客观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形式和质量，正因为

具备这些，它们才得以独立的姿态存在，让人一看便

知道是此而非彼。对观众而言他们想知道画家画的

是什么，观众对作品信息的接受显然是有选择的，人

们面对作品一般会不自觉的同自己自然生活中的视

觉经验相联系，用自己的视觉经验去印证和理解。一

味的追求表现，为了表现而表现的作品是没有生命

力的。这里借吴冠中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笔墨等

于零”！

三、 为了强调个性和风格而过分的套用

形式

对于个性我认为不应过分强求，个性本是每个

画家与生俱来的最为基本的素质和天性，我们应该

尊重，而后天修养则是一个艺术家艺术风格形成的

主要原因和引导基础。艺术风格和个性的形成是一

个艺术家在艺术界成熟和独立的一个指标，但如果

过分求之就会显得媚俗，有装腔作势之嫌，有失自

然。一个虔诚的艺术家不会为了急于形成某种面貌

和风格而过分的套用形式去强占一种形式风格的专

利，因为一个画家的艺术个性并非仅体现在题材和

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从艺术语言即绘画本身上体现

出来的独特的艺术气质。这就要求画家在准确把握

自我的同时在共性即普遍规律上要高人一等。艺术

个性和风格因人而异，既然是“个性”就是很自我的

东西，是自己艺术形式的标签，这就意味着不能追逐

潮流和时髦。同时它的形成是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

不能拔苗助长，如果我们过早的为我们的作品打上

形式的烙印，这无疑是对自己艺术发展的一种遏制。

勿庸质疑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但

艺术风格一旦形成得到社会认可，就意味着社会必

须要求艺术家按这样的形式进行创作。这也是对艺

术家艺术发展另一种形式的阻碍，表现出来就是作

品的僵化和程式化。

四、急于技法的创新而忽视对传统的继承

和研究

或许是西方传统绘画殿堂的深奥，或许是我们

现实水准与期望的差距，在近年来，我们的油画领域

开始流行极简、单色、平面、黑白的东西，全然不顾油

画悠久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甚至为了创新和突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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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与传统背道而驰，使油画的概念变的模糊、混

乱。使用的是油彩但画出的却不是油画，不具备油画

独有的材质美感和技术制作美感。在面对中西艺术

的融合问题，有的人确有发展民族油画的抱负，但限

于自身的认识和文化积淀，对西方的历史缺乏了解，

对本民族的东西又是感觉多于学识，简单的把西方

的油彩用于中国的水墨技法就以为是中西合璧了，

殊不知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油画和中国水墨画不

论是在依托载体、表现形式还是表现内容上都有很

大的差异。沾呼呼的油彩比不上水墨的飘逸，追不上

水墨的纵横驰骋，无法表达线条的婉转缠绵。而水墨

虽能利用自身的优势挥毫自如，但面对光怪陆离变

化无常的三维世界却束手无策。于是我们便看见一

些古怪的画面，既无水墨的飘逸，又无油彩的凝练、

厚重，只是一些怪异而又具“个性”的样式。

西方传统绘画确有足以让我们仰视的高度，但

我们不能因为它的高度就视而不见，不能因为它的

高度就自欺欺人。面对传统我们要善于继承，善于借

鉴，也许在当今这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随着生活节

奏的不断加快，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

表达方式已不能满足我们时代的需要，我们需要有

创新，但一味的创新却忽视了创新的传统基础，忽略

了创新要有一定的底蕴为后盾。万丈高楼平地起，没

有基础的创新只能是空中楼阁，子虚乌有！

当我们面对西方大师的作品时我们惊叹其作品

散发出的恒久的艺术魅力，叹服于流露其作品中的

自然、娴熟、适度、秩序和自律之感，这一切充分的反

映出了西方视觉大师高超的技术水准和艺术涵养！

以及逐渐被当代人淡忘了的深厚的传统艺术根基！

我们应该花大力气去研究油画的表现技巧、表现特

质。观念、造型原则、构图、色彩、明暗———等等是各

种绘画共有的元素，唯有材料体系所限定的特殊技

巧才是油画的特征，表现为其材质美感和技术制作

美感。此外，油画丰富的色层结构、超宽的色域、三维

的视幻效果、画面的微妙含蓄和力度的强烈反差等，

构成了油画超强的表现力，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的

学习和研究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也是一门

“术”科，它是“艺”和“术”的完美结合，徒术不足以成

艺，但无术也不足以活艺。艺术家情感的载体是画

面，其效果需要技术的有力支撑，显然只有观念而无

相应的技术是不行的，而这技术的完善需要我们从

传统开始，用最虔诚的心态去吸收，功深意切，方能

站稳脚跟，不至于被时尚，潮流所左右！

以上提出的在中国油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仅为一管之见，不足以概全。作为艺术工作者，

我们相信随着油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和成熟，这些

问题是可以被我们逐步克服的。在西斯庭教堂的天

顶壁画《创世纪》中，米开朗基罗告诉了我们一个道

理：亚当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他主动伸出了迎向上

帝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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