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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油画的色彩与形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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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色彩和形体是油画造型艺术最基本的语言
。

它们是互为不可或缺的
,

共同构成了油画 的

整体
。

没有色彩的油画是缺乏活力的
,

但失去了形体整个 画面就无从构建
。

只有对它们的关系从宏观上

形成正确的认识
,

进行探索研究
,

才能实现油画的本体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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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和形体结构是构成油画造型艺术的两大基

本元素
,

是油画艺术得以发展的两条腿
。

这在各种

不同流派和风格的艺术作品中
,

都体现出互相依存

相互关联 的重要作用
。

阿恩海姆在 《艺术与视知

觉 》 中将形比作
“

富有气魄的男性
” ,

而把色彩比

作
“

富有
一

诱惑力的女性
” 。

而查理勃朗克也说过
:

“

形状和色彩的事对于创造绘画是必需的
,

正如男

人和女人的结合对繁殖人类是必须的一样
。 ”

油画

是色彩和形体结构紧密结合的艺术
,

它们共同呈现

一幅油画独特的精神品质
,

当然也彰显着各自独特

的魅力
。

若从技术层面讲
,

色彩和形体结构在油画

中的具体实践需要专门论著
。

本文旨在从宏观上对

它们浅析和例证
。

一
、

关于色彩的表现力

就色彩而 言
,

它是绘画作品中构成画面思想总

情和精神内涵的最主要元素之一
,

也是绘画作品中

外在和最彰显的部分
。

它不仅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

印象
,

还能使人产生不同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变化
。

如果说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
,

那么色彩就是油画的

生命
。

油画是以最直观的色彩见长的艺术
,

不管是

以立体和空间为特征的写实油画还是表现的抽象的

油画
,

如果忽视了色彩就等于失去了呈现活力
,

传
J

清达意的肌肤和血液
。

马克西莫夫认为
: “

油画的

任务就是研究和理解种种物体的色彩的形
,

并善于

以色彩来体现它们
。 ”

法国纳比派画家摩里斯
·

丹

尼的话更是道出了绘画的色彩的真谛
, “

我们要知

道
,

一幅画
,

不管是一匹马
,

一个少女
,

或者是一

件佚事
,

实际上首先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安排的色

彩所覆盖的一个面
。 ”
可见色彩在油画艺术中的重

要位置
。

谈及色彩的表现力
,

就要涉及到色彩的历史
。

其实在文艺复兴以前的画家
,

特别是东方的画家
,

是把色彩作为一种表达手段来运用的
。

早在中国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壁画中
,

色彩的表现力和个性

以及独立品质已得到极尽张扬
。

但在油画产生的文

艺复兴时代
,

由于强调对形体结构的理性分析和崇

尚形体之美而忽视了色彩的感染力
,

色彩成了素描

的附属
。

油画的发展从 19 世纪有了新的趋向
,

自

印象派发现并在绘画中运用了光色因素
,

色彩开始

在绘画中成为视觉主导
,

到新印象主义
,

对色彩理

性科学的分析被推上 了极致
。

当塞尚凝固了印象派

流淌着的色彩
,

并重新用感性的色彩架构理性的结

构体积 ; 梵高用奔放的笔触
,

充满活力的色彩把自

己强烈的情绪渲泄到画布上时
,

色彩的固有的魅力

在现代绘画运动中得到淋漓的发挥
。

当我们说色彩时
,

其实指的就是一种关系
,

独

立的颜色是构不成色彩的
。

我们常说一幅画缺乏色

彩时
,

会说它
“

有色无彩
”

指的就是这个道理
。

对

于油画中色彩的理解决不等于素描加颜色
,

而是让

色彩直接参与画面的塑造和构架
。

色彩的关系包括

画面中色彩之间的互补因素对比和色彩的冷暖对

比
,

这些关系形成了色彩不依附于外形的内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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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

也就是具有了 自身的一种
“

力
” 。

在油画中正

是利用这种色彩关系来塑造体积
,

展示空间
,

传达
J

清感
。

画家通过对色彩规律的认识使色彩能充分体

现主体的创作意图
,

内心体验和思想情感
。

当我们

用色彩塑造体积关系时是以色彩的方式观察理解体

积空间
,

这时色彩的冷暖变化便与形体的转折起伏

紧密相连
。

色彩的对比关系可以独立表现空间和体

积
,

油画中的形体转折并不是由素描的明暗来决定

的
。

早在鲁本斯的画里就很明显
,

他画白晰皮肤女

人的面庞时很少有明暗关系
,

但体积感依然很强
。

其实就是利用了面部色彩的冷暖关系与头发
,

衣服

和背影的对比
,

使面部色彩鲜明而不失体积感
。

印

象派的色彩运用更是如此
。

塞尚认为色彩有自己的

规律
,

画家应服从这个逻辑
。

他常常使形体在冷暖

色彩的塑造下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
。

在他的静物

《苹果与桔子》 中
,

为了充分塑造盘中水果的立体

感
,

使其更加鲜明突出
,

画家有意减弱了它们的光

影而强调物体边缘的色度
,

这样使色彩在形体塑造

中处于主导地位
,

从而使画面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

生命力
。

画家还可 以不受客体外在真实的局 限利用色

彩关系将个人情感意念转换为画面色彩
,

使色彩

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

通过对色彩的主观运用去创

造与自己情感表现主体相吻合的画面视觉效果
。

这 时色彩的 自身的
“

力
”

发挥着主导作用
,

主观

色彩所具有的表情作用和象征意味使油 画产生丰

富的表现力
。

梵高的名画 《向 日葵 》 中
,

强烈的

黄色在 映着蓝色的 白背景 的衬托下 显得分外明
J

决
、

饱和而辉煌
,

让人有种难以抑制的激情
。

整

幅画除了陶罐上有一处纯白色表示高光外
,

其它

部分既没有受光
,

也没有 阴影 的描绘
,

但这并没

有影响画面应有的效果
,

相反使色彩具有一种更

强烈的生命张力
。

那闪烁着的如阳光般的黄色如

同在激情中燃烧的画家自己一样
。

二
、

关于形体结构对色彩的承载

尽管色彩如肌肤血液一样 呈现着一 幅油 画的

生命之美
,

但这种活力的展示不可能也无法脱离

形体结构这个骨胳
。

这里的形体结构不仅仅指 的

是 自然的外形 比例
,

体积空间
,

还包括具有平面

性抽象性的画面 自身的构成形式
。

正是有了形体

结构的承载和支撑
,

色彩才具有了说服力和表现

力
。

在注重体积空间塑造的写实油画中
,

物体内

在的形体结构是画面最本源 的构造和基础
,

只有

对形体结构有了到位的理解和把才会使色彩有 了

坚实的归宿
。

也就是说色彩脱离了形体结构的架

子它的生命力就无从实现
。

塞 尚有句名言
“

色彩

和素描不会毫不相干
。

随着色彩的丰富素描也不

断严谨起来
,

素描的不断完善
,

又会使色彩随之

丰富起来
。 ”

当他笔下的色彩只有恰当地表现了他

所追求的体积感时
,

色彩在他的画面上才具有了

说服力
。

所以他的这种色彩造型法每一笔色彩都

会影响到整个画面色彩的平衡
。

当找到色彩关系

平衡的同时其形体也就完美了
。

在脱离现实形象和色彩束缚的绘画中
,

一个笔

触同时也表示了一个抽象的图形
,

划分画面上色彩

视觉范围面积大小的图形依然是
“

形
” ,

是一个结

构关系的存在
。

前面说过
,

既然是色彩者是指一种

关系
,

这种关系是靠色彩之间的组合和色块的对比

把它转换成为具有表现性的色调及情感符号
。

有组

合肯定就有不同色彩在画面上的归属
、

划割
,

为了

恰当地在画面上实现某种视觉效果
,

色彩的大小
,

形状都要经过慎密的推敲
。

蒙德里安在他的 《红
、

黄蓝构图》 中用浓烈简洁的墨线在淡蓝色的平面上

将画面分割成几个大小不等的空间
,

再配以三原色

以大小不同的面积来加强视觉效果
。

正是因为有 了

这些精炼的垂直线对画面的划分
,

才有效地控制着

不同色彩之间各自处于主导或次要位置
,

起强调或

辅助作用等的关系
,

从而使画面平衡而完整无缺
。

马蒂斯十分重视视觉感受
,

热衷于凭感觉的本能认

识和表达色彩
,

它的油画在造型和色彩上都相当有

力度
,

并得以完美结合
。

在作品 《舞蹈》 中
,

耀眼

的绿色和蓝色的背影与土红色的人体形成鲜明的对

比使人色彩极富张力
。

而人物造型洗炼
,

舞蹈者姿

态构成的轮廓线形成了连绵运动的节奏
。

这一切形

成了画面充满活力的整体气氛
。

总之
,

色彩与形体结构在油画造型艺术中对体

积空间的塑造和内在情感的传达都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
。

不管是写实还是表现
,

具象还是抽象
,

绘画的

过程实质上是不断地调整色彩之间
,

形体之间以及

形色之间的关系
,

从而实现与某种创作意图相应的

形式和秩序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忽视任何一面

都不会体现油画真正的内在精神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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