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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色 0孕育下的艺术特征之流变
) ) ) 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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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印象派为始及其后与之相连的几个画派, 由于其对 /光与色 0变化问题的敏锐洞观性及对
/客体主观化 0的表现性特征而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先河。文章以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的客观历史演变为主

线,揭示出由科学技术革新带来的时代变化对绘画领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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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场带有革命性质的艺术运动 ) ) ) 印象主义,

首先发生于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 /印象主

义 0被冠以贬义词性的名字却在无意之中构架起了

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桥梁, 甚至成为了 /现

代艺术 0一词内涵的开山鼻祖, 是它真正为古典程

式的学院式绘画敲响了丧钟,为现代艺术开启了序

幕。

一  关于现代主义

(一 )对现代主义的理解

19世纪的西方艺术史, 是一部继往开来、勇于

革新的历史,它本身就贯穿着传统保守与革新的斗

争,这一论点在所谓的现代艺术的领域之中得到了

更深一层的强化。一方面, 它把从文艺复兴以来人

类认定的人文主义, 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发

扬光大,甚至把它推至一个巅峰的状态; 另一方面,

它对文艺复兴以来所创立的传统艺术表现方式采取

了极端的否定。然而, 正是这种否定颠覆了欧洲三

百多年以来确立并得以植固的绘画观念, 从而将

/人的主观意识的表达 0确立为绘画表现的唯一形

式,进而确立了艺术的本质, 使得绘画犹如有源之

水,从此得以源远流长。

(二 )关于艺术的本质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 前人已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与论

述, 综其观点, 大致有 /客观精神说 0、/主观精神

说0、/模仿说或再现说 0等等。但每种说法都各显

千秋。然而本人想从倾向性层面去探讨艺术的本质

问题,我认为以康德和尼采为代表的 /主观精神说 0

最符合关于艺术本质的界定。其认为艺术是 /自我
意识 /的表现, 是 /生命本体的冲动 0。虽然这一学

说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之上, 显得有点过分夸

大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 但就艺术本身发展的漫长

历程来看,它的存在并得以发展壮大, 有其合理之

处。因此以 /主观精神说 0来阐释艺术的本质是有

道理的,也能帮助我们对现代主义艺术真正的理解。

二  /光色 0孕育与成熟中的印象主义与新印象派

历史的年轮一驶进 19世纪, 那些被称为 /科

学0与 /技术0的东西便紧紧充斥于 /现代人0的思想

之中。如 /宇宙起源于大爆炸 0理论; 核裂变引发热

核武器;照相技术的问世;闪烁霓虹灯及其照耀下的

耀眼光芒等。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在令人感到新奇刺

激的同时却又引发了另一批人的沉思:科学技术指

导下的照相技术的问世, 是多么令人可怕的一件事

情, 它使得我们艺术家需多年才能练就的造型、比

例、透视、明暗等一系列基础表现功夫,现在这台小

小仪器上竟只需几十分之一秒即可产生,那艺术家

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基于这样的思考再加上艺术



家本身敏锐的洞察力, 霓虹灯下物体闪烁变换的颜

色引起了艺术家强烈的兴趣,就这样,处于灯光到外

光的转移下的被贬为 /印象之作0的印象派便诞生

了。

谈到印象派的产生与发展还得论及现代科学的

发展对其的作用,在印象派画家思想觉悟后,充分借

用物理化学界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绘画之中, 这一捷

径的确为印象派画家的思想成熟及画风变革奠定了

无以复加的基础。从 17世纪 60年代牛顿的新发现

到印象派时代的西方光学及色彩学研究的成熟,这

些成果是印象派画家作画的理论源泉。他们的颠覆

性举动,诸如物体不具有绝对的固有色,其色彩决定

于照射的光源及其反射的光波等, 在当时看来是极

为激进化的理论,这确实惹恼了以关注光影关系为

基调的古典传统绘画派, 但真理的可考验性也的确

印证了以马奈、莫奈为首的一代宗师开明的先见性,

至少从现在看来,一种事物或一种文化的活力所在

是本能地体现在其多样性、融合性之中的,更不用说

从其在艺术史上所处的节点、位置上来看了。

印象派画家正是第一批自觉运用现代科学的光

学理论进行绘画活动的画家,在早期印象派无比灿

烂的作品之后,又萌生了新印象派,即新印象主义或

叫做科学印象派。这一派画家重理论学说, 把科学

自觉纯粹地运用于对色彩的探索, 进而创立了 /分
割理论 0与 /小色点作画0的实践方法。这一理论的

确立与美国物理学家 O. N鲁特的实验相关,真实的

实验效果使人明确感受到与其在调色板上把颜色调

匀,不如直接把纯粹的原色排列在画布上,让观众在

欣赏画作时眼睛自行去获得混合的色彩效果。正如

那幅大名鼎鼎的 5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6, 此画为新

印象派代表人物修拉的力作,他试图通过这种画法

来创建一种 /科学的0技法并加以运用,他同时研究

当时正逐步成形的色彩光学理论来实现此种技法,

通过细小色彩点的运用, 在视觉混合原理的基础上

实现了有跳跃感的画面效果。然而真理多向前走一

步就会走向谬误, 至少也会走向片面。过于理性的

技法训练及应用却无形中阻碍了画作细节信息的传

达,使得我们在惊叹画作技法新奇及理性的同时却

又难免平添几分窒息刻板的气氛, 从而落入画面人

物表情一致、装饰雷同的雷区。恰恰这一点是值得

深思的 ) ) ) 将 /科学艺术化 0或者说 /艺术科学化 0

的创作理念与前面所述的艺术的本质相符吗? 科学

技术对于艺术的关系就一定是全盘皆利吗? 我想艺

术实践本来就充斥着感性, 只有凭感性才能活跃与

发展, 尽管它有时借助科学披荆斩棘,比如早期印象

派的脱颖而出,但是,一旦艺术实践本身也走入科学

的框架之中, 为自己套上了牢固而又详尽的科学

/枷锁0,其活跃性也就自然终止了。

所以, 尽管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构建的印象派

在其成长历程中并未凸显技术的阻碍性效果, 然而

这一过程却在对其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新印象派身上

真实发生了。如果我们撇开作品的艺术性分析不

谈, 单从科学的层面对其解析,将印象派的作品视为

对科学成果的探索阶段, 那么新印象派的作品无疑

便是对这一成果的详细运用和极致发挥。这一过程

恰恰符合了一般事物发生与发展的全部过程, 那么

按照事物发展规律的哲学理论, 其下一步的命运也

将可想而知。由于其过分理性的指导思想与艺术实

践抹杀了艺术家应有的主观精神与艺术的生动性,

极大地压抑了艺术的社会功能, 而这一点却又是艺

术存在的根基,且这一点也从另一角度辩证了上文

所述的艺术的本质问题: 物极必反。被科学禁锢住

的新印象派在其存在之初便为自己掘好了被埋葬的

坟墓。然而人类的艺术之道无论怎样总还得沿着自

己已拟定的方向前进,那么它的命运会是怎样呢?

三  继承与革新并行的后印象派

如果我们称印象派的出现标志着对西方传统艺

术的决裂的话,那后印象派的产生就直接在艺术的

观念和表现形式上影响了现代艺术近百年的发展。

从上文提到的三位大师身上, 我们似乎读懂了到底

何为艺术 ) ) ) 不是坐着半天却不动一笔画的那份矜
持; 不是疯疯癫癫割耳自残的那份暴虐;更不是弃家

舍业躲入荒岛的那份炽情, 而是如此行为背后折射

出的那份对艺术的执着精神; 那份对生命的真正体

验, 此谓之 /表现 0, 由表现带出了内容, 带出了精

神, 使得每一位艺术家都认为其自身都在创造着一

个全新的艺术世界。

严格来讲, /后印象派0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派

或主义,因为从后印象派画家的画作来看,他们不仅

有着不同的风格, 而且他们的相同之处也不过是在

他们的笔与画布的摩擦刹那间都流露出 /表现 0而

已。恰恰是这种表现蕴含着完全的独创性和非常人

所能理解的特点, 又因他们在绘画方法上与印象派

有着千丝万缕的继承关系, 所以可将其归为印象派

这一总宗派之下。就连塞尚自己也说过 /我也曾是

印象派,毕沙罗对我有过极大影响,印象主义是色彩

和光学的混合,我们必须越过它。0

关于后印象派对其后流派的深刻影响在此暂且

不论,单就其艺术表现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及禁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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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弱了,它重在表达画家自身内在的自我情感,正

所谓 /触景生情0,也正是这一点真正渗透出了艺术
的本质,其生命力也就明显得以加强。这一现象却

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那物欲横流的 19世纪末甚

至在今天这个科技滥觞的 21世纪,科学技术的作用

可以大到 /无所不能0吗? 我们纵观印象派的作品,

无论其艺术特征有多顽强、形式有多独特,只要其在

艺术本质上都透露出了两个字 /表现0,其作品便拥

有了活力,拥有了激情,此谓之 /艺术 0。

对于随之而来的现代诸流派美术来说, 后印象

派画家与印象派画家一道承前启后, 用他们瑰丽夺

目的色彩架起一座通向现代艺术的桥梁。

四  小结

从印象派对 /光色 0问题的描摹与探索, 新印象

派对科学技术的审视与应用到后印象派对艺术本质

问题的强化,在短短的三十年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它们对于古典绘画的颠覆也好,对现代绘画的践行

也罢,都使得它们把整个西方艺术的历史得以根本

性变革。只是这一大派的艺术家永远都不会知道,

正是他们的细致观察与大胆实践, 使得我们直至今

天仍在沿着他们立下的轨迹步步前行, 正因如此,他

们的探索成果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是如此显赫, 独树

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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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bout the Art Features Nutured by the Color of L ight

) ) ) from impressionism to post- impressio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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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Because o f the sensitive insigh t o f them utative prob lem about the L ight and Co lo r and the per fo rm ance. s charac teris-

tics about the sub jective- ob ject, Impressionism and severa l fo llow ing pain ting schoo ls c losed w ith it are considered to c reate a prece-

dent for the modern art. Acco rding to them a in line of the ob jective histo ry from Im pression ism to Post- Im pression ism, th is paper re-

vea ls the influence o f sc ientific and techno log ical innovations on the draw ing fie ld w ith the tim e chang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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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10月 27日,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

究会学术年会在重庆市召开,会上宣读了第四届全

国高等学校文科期刊评优结果, 5南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6荣获 /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0。 /核

工业经济与管理 0栏目荣获 /特色栏目 0奖。2010年

6月在第四届湖南省高等学校文科学报评比中学报

社科版曾荣获 /优秀学报一等奖0, /核工业经济与

管理 0栏目获得特色栏目奖。这一系列获奖是对学

报社会科学版创刊 10年来科学办刊、制度办刊、严

谨办刊的表彰,是南华大学及社会各届社会科学研

究者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对主编及编辑部工作人

员辛勤劳动的肯定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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