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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油画风景写生的发展

油画中风景最早只出现在宗教题材的背景中，从

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乔托的《哀悼基督》中可初见端

倪，在当时的创作理念中，普通人“情”的出现是作

为人文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区别于基督教时期的程

式化，人物的表情开始越来越有人情感本来的样子，

背景的风景开始有纵深感和层次关系的表达。15、16

世纪之交尼德兰文艺复兴帕提尼尔《地狱湖风景》、

老彼得波鲁盖尔《雪中猎人》更是将风景重要性提高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为风景画作为独立绘画科目奠

定了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风景以一种试探性

的方式“触摸”情理，随着油画技法的成熟，壁画向

架上绘画转移，油画风景越来越像真境。画面中人物

在相对真实的山石、湖面、雪景中仿佛是现实般存

在，在其“理”上，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说的“绘

画是自然合法的女儿”也在肯定着真境的探索表达。

油画风景写生成熟的代表是荷兰风景画大师霍贝

玛《米德尔哈尼斯的道路》，其采用焦点透视“理”

将米德尔镇的田园风光抒情般的描绘出来，画面中的

宁静、甜美还有几何式抽象美感完美地满足了资产阶

级的审美趣味。荷兰经过战争革命后的新型资产阶级

一改以往对宗教绘画中“情”的束缚，转而对美好生

活、大美河山的赞美，表达着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之

情。自此风景画正式登上台前，一代代艺术家展开对

油画风景的解读和表现。真正将油画风景画表达至顶

峰的是众所周知的自然主义“印象派”，我们耳熟能

详的有马奈、莫奈、雷诺阿、德加、毕莎罗、西斯莱

等等。印象派的产生实际正应和了中国清代画家石涛

那句“笔墨当随时代”，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繁荣、

自然科学、科技的进步产生了锡管颜料，使艺术家

可以开展大量的户外写生，而相机的出现带来的绝

对理性也促使艺术家通过手中画笔来表达人的感性

“情”。以莫奈《印象·日出》为例，画家通过类似

东方“写意”性的手法，用蓝紫为主色调、透着橙色

的日出微光、远处隐隐的码头、海面开始忙碌的船泊

将太阳即将跃出瞬间之景生动地抒写出来，这幅画在

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印象·日出》强调的光色效

果摆脱了陈陈相因的古典派和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的

印象，转而追求对绘画语言的表现力，环境色、冷暖

色、条件色等色彩并置的感受力以及对工业化、城市

化进程中所呈现的时代性。

当然，以西方现代绘画之父塞尚为代表的“后

印象主义”又开启了油画风景写生的又一次飞跃，后

印象派受到了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影

响，强调通过线条、色彩等排列组合，体现形式高于

再现性内容的形式主义，最终激发起人们的审美情

感。如梵高《星夜》中的风景不再是对自然的再现，

更加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性和情感移入的生命性。马

蒂斯说“我企图想到的首先是表现”，艺术家对于风

景中情感表现我们又称之为“情感物化”。俄国普列

汉诺夫说过：“艺术不仅表现人的思想，还表现人的

感情，不是抽象的表达而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油画

风景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地位受到现代绘画冲击，

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艺术家们的思想推向虚无和玩世的

趋向，油画风景写生不足以描述当时的社会思潮，关于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本文就不再展开赘述了。

摘要：油画风景写生是初习油画者训练科目之一，同时也是油画创作中重要的题材之一。西方油画所描

绘题材中，风景画最早并不在主要表现的范畴中，以宗教画、神话画、历史画等宏幅巨制为主的题材一直占据

着重要地位，迎合着宗教和统治阶级的审美和教育之功能。油画中风景从作为“配角”的背景一步步移到“主

角”的台前，这与艺术家们对于自然的抒写、情感移入和创作自由等有着密切关系，当然作为观者们对于油画

风景的委婉抒情、家园情节和接受自由也推动了这类题材的进一步独立。本文试图从艺术家对景写生时的感受

和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来分析创作主体的情理关系，以及风景写生作品中蕴含内容和形式角度来分析作品本体的

意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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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油画风景写生的现状

中国的油画风景写生受到西方影响是全方位的，

从土山湾画馆培养的教习生到留学美国、法国、日本

的先驱李铁夫、李叔同、陈抱一、徐悲鸿、林风眠、

刘海粟等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王式

廓、冯法祀、董希文、詹建峻、靳尚宜等等油画大家

的一代代探索，油画风景呈现出独特的风貌。笔者简

单概括一下中国油画写生风格的特点：一是印象派风

格传承；二是形式主义风格传承；三是俄国现实主义

风格传承；四是中国传统绘画精神传承。油画风景课

在全国各大美术院校教学体系中基本以这四种风格教

学为主，我们在前文已经将前三种艺术风格作了简单

的论述，接下来笔者就油画风景中的中国传统绘画精

神做进一步叙述。

油画“民族化”、油画“写意精神”、油画“写

意性”、油画“意象性”、油画“中国风”等等概念

在近现代频频提出，专家、学者、艺术工作者就这类

命题一直在研究。事实上不外乎就是寻找属于中国人

的审美情趣和意境。最早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提出

“意象”说和“境界”说；“意境”真正提出是在唐

代时期，刘禹锡曾提出“象外之象”；宋代文人苏轼

追求“尚意”书风；元四家的写意山水；清代笪重光

说过“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有画处属

赘疣，无画处皆成妙境”；近代王国维提出“以意胜

的有我之境，以境胜的无我之境”，真正将“意境”

成为中国美学概念。应该来说，如何表达“意”成为

当下画家们思考的问题和追求的方向。

三、油画风景写生的艺术创作及问题

在油画风景创作中有体验、构思、表达三个过

程，如同清代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出“搜尽奇峰打

草稿，山川与余神遇而迹化之”，其表达的是艺术家

通过大量的艺术实践活动，经过艺术构思和形象思维

进而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作品。油画风景的创作

恰恰就是需要这种“行万里路”的艺术体验，尤其以

写生为例，就是通过面对自然的真切感受，运用高超

的技能技法将画家内心的情感体验“迹化”的一个过

程，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20世纪50年代，马

克西莫夫来到中国做油画、素描等学科教学，尤其强

调的是外光写生，逐一分析物象的受光面和背光面的

关系，“马训班”为新中国油画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

才。大量油画家受益于写生，包括成为中国油画界的

领军人物冯法祀、靳尚宜、詹建峻、侯一民等。

然而，笔者根据过往学习油画风景的经历中发

现了几个问题。一是“抄形式”式的沾沾自喜，随着

网络通讯和自媒体的发展，大量美术门户网页和公众

号会将世界最前沿的艺术家推介至国内，一些艺术家

通过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绘画面貌。这样的例子比比

皆是，取得画廊及艺术机构认可的也不在少数。二是

“抄照片”式的自我陶醉，相机的普遍是前所未有

的，目前我国基本上人手一部相机（手机自带）。于

是很多人就懒得再“遭罪”写生了，拍个照回屋子里

自我陶醉于照片中，不用在阳光下、风雨中、忽明忽

暗中寻找自己的写生对象了，这样走马观花的浮光掠

影式的写生方法在油画圈已不是新闻。三是“另类猎

奇”式所谓创新，在油画风景写生中，除了不用油画

笔其他都用，例如泼、甩、揉等等。这种创作式写生

从画面语言和呈现面貌上确实取得了一些好看的效

果，也有艺术家的情感表现的自我情绪，更有观众的

叫好。但从油画风景写生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看，就没有抓住其本质内涵。

四、结语

油画风景中需要寻找的是一种精神内涵，是一

种超越形式美的内容升华，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精

神。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共同认可的、符合民族利

益及符号的一种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

梦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尤其高度重视中国传统

文化，坚持文化自信，油画艺术工作者也应主动担当

起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创新。可喜的是，目前涌现出

一大批有独特民族风貌的油画风景作品。美术院校也

发动学生去敦煌壁画、墓室壁画、画像石、年画等传

统中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油画风景写生课成为了学

生们汲取自然营养的必修课。在写生中应该将注意力

放在观察和理解自然上来，真情感悟景象给我们的感

受，采用适合的技法来实现物我交融、情景统一。清

代袁宏道说过“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

道，善为师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画家只有从

自然写生中慢慢品味才能“打出草稿”，实现艺术家

的观念、理想与客观景物的融合，消除主客间的距

离，进而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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