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礎與創造力
基礎教學中能的發掘與培養

王大同

創造力是當今藝術教學中的重要話題，基于實際的 

需要迫使我有些興趣，不過目前没有大量時間讀書，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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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奩亂心會引起譏誚'因爲目前的藝術是不大有人 

耕“技能”的，大家關心的是怎樣創新-怎樣做"第一 

個”。我文卻不離技法，這就更成問題了。
不過我不認爲技巧對于作品和創新有什麼損害'它 

是“能”的一面，完成或實施許多高難度的造型布局和 

色，没有高度技巧是不可想象的•
一個學生將來能否有所造化'有所作爲!很大程度 

上取決于他們的専業基礎。歷史上有貢獻的藝術家5在 

青年時代都接受過嚴格的基礎訓練。當然也有没進過學 
院的非科班藝術家，只是他們打基礎的方式不同!在基 

本功和造型能力提高方面付出的代價更高。所以不能把 

自學成材看作是否定基礎教學的依据。而且在概率上正 

規教育的成材率更咼。
不過我們現在的教學體製和方法存在很多問題'不 

能完全適應當前形勢。我們應該探求拓寬基礎教學及其 

適應性，使它具有日益完善和自我更新的機製。據說油 
畫這個畫種是十五世紀經過尼德蘭（今荷蘭）畫家艾克 

兄弟改進和完善之後正式形成的。經過數百年的發展， 

形成了很多體係。在美術學院這樣短短的几年時間，要 

想——加以深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只能選擇最 
基本的部分，就是通常所說的基本原理、基礎知識和基 

本技能。
基礎是比較大的概念，包括認識、感受、經驗、技 

巧等等方面。就是意象基礎和視覺基礎。但通常所說的 

繪畫基礎則主要是造型的能力和手段。就是基本練習。 
所以基礎課的教學就應該硏究如何指導學生搞好基本練 

習。在基本練習中培養創造力。
現在的“觀念更新”已經危及了基本練習的存在意 

義，有必要強調一下它的必要性。

繪畫的基礎教學，是獲取前人造型知識的捷徑。前 

人作畫的經驗，經過了教師的總結和篩選，將最重要和 

最基本的規律，以及教師的直接經驗，直接傳導給學 

生。油畫的體係和程序比較復雜，没有這種中介的傳導 

作用，要靠自學是比較困難的，即或掌握一點基本知 
識，也不意味就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有了教師的指導' 

可以使學生少去走彎路，大大縮短親自摸索的過程'迅 
速的達到前人知識的高點。所以教師的作用就是幫助學 

生迅速的“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其次，通過基本練習來鍛練學生的諸方面能力。這 

是基礎教學的中心和關鍵。學生的視覺感受力、形象概 

括力、再現和表現力、聯想和想象力，都可以通過基本 

練習來鍛練。在基本練習中注意這些因素'有計划的， 

多側面的加以實踐和引導，學生的能力才能形成和發 

展，否則基礎教學就失去意義。音樂家的耳朶，畫家的 

眼睛，都比常人髙出一層専業性。如果只是常人的眼睛 

和耳朶，那就不成其爲家。這種専業性就必須經過學習 

和實踐來獲得。
再次，通過課堂内外的基本練習-還可以攝取感受 

和累積素材的過程。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一個藝術家的 
素材質量和感受深度，是創造藝術品的能源。儲量越大 

能量越大。我們要提倡學生“當亡命徒”，勤學苦練， 
做素材和感受的富翁。有一個十分簡單的邏輯：素材可 

以轉化爲形象，感受可以轉化爲沖動。形成沖動之後就 

有很強的創造欲，這是創造的動力。藝術創作靠的就是 

沖動，葬的就是形象。這個形象是藝術形象，不管是寫 

實或變形，是具象還是抽象。沖動加形象，就是藝術 
品。有的人不重視自身的感受，又懶于積累素材，仗著 

有點造型手段，動輒“大師”，其實只知皮毛，空有架 

勢，他們的作品絕對不能經受時間的洗禮。
最後，基本練習是試驗方式，是用以探索、實驗' 

尋求發現和認識自身的絕好方式。油畫家們的製作不是 

一下子就上畫佈（現代觀點不受此約束），用什麼方法 

最能體現意圖，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常常要通過基本練 

習先試一試。方法和途徑是多式多樣、五彩紛呈的。藝 

術的個性也體現在形式和方法之中。在方法和形式上有 

獨到的創造，也可以使作品的個性特色更加鮮明。優秀 

的畫家一輩子創造，就意味著一輩子不斷的實驗以求索 

新的方法途徑。創造者的本性都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不過現實的情況不理想，通常情況下的正規練習， 
具有較多的常規性，技法本身也復雜得可以使你一輩子 
泡在迷宮中。過去學院中承襲的一套是法國和蘇聯學院 
派的混血兒，規范體系壁壘森嚴，很容易滋生保守的菌 

苗。那些優秀學生技法孀熟，作業合乎規模而得高分。 

缺少的是個性和獨創，只落得一輩子畫平平庸庸的畫。 
因此，現在人們把重技法或重思路作爲區分學院派還是 

革新派、保守者還是創造者的標誌，也是不無道理的。 

不過，我們認爲強調思想、側重創造是正確的，但把技 

朮或技巧一棍子打死，或者看成是罪過，就偏頗了。
人們主張用新的觀念來指導教學，克服舊體係中惰 

性因素。提倡在課堂中同同學傳導和交流，把受教育的 
對象放到平等的關系上共同硏討'用啓發的、交流傳導 

的方法代替教師單向輸出的作法，這是教學的思想和方 

法的變革，它直接關係著學生性格與知識的形成。藝術 

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身體現，所以培養藝術家的最終目的 
是培養什麼樣的人。用尊重人的觀點來培養學生，就有 
利于培養他們對自己的尊重，對人生的珍惜。這樣還有 



利于形成良性的情緒環境，以及相互竟爭的勢態。在干 

扰較少的環境中最有利于開發學生的潛能。所以，我們 

應該千方百計設法使自己的教學帶有明確的針對性，我 

們應該把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告訴學生并求得他們的交 

流，听取反饋意見，最後形成共識。少一些賜予觀點， 
多一些商討切磋，人人主動自覺奮進，創造一個良性的 

教學環境。

培養創造力，首先應該培養學生的主動性。

主動性是創造意識的前提和基礎，是獨立意識、獨 

立人格的夕卜現，當然也是作爲創.造者的藝術家的精神動 
力的基石。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經歷的折騰與災難，從鴉 

片戰爭後一直到四人幫的橫行，造成了國家民族的落後 

局面。目前又因爲過去政策失誤等原因形成了一部份人 
的失望心理，信仰危機。因此一些青年人對于前途失去 

希望和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培養主動性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都是充滿希望的，相信大多數青 
年人隨著形勢的變好，會曰漸增強對于國家和民族的熱 

愛，會增強他們的使命感。只有心裡裝著大衆，熱愛大 

多數人事業的藝術家，在精神上才是一個眞正的強者， 

才會有永不枯竭的動力。

從専業上耕，藝術風格的形成也離不開主觀的探 

求，即主觀上的取舍，這些都是主動性的體現。有主動 

性就有獨立意識，它表現在對客觀對象的能動作用。歷 

史上凡屬風格獨特或藝術個性強的畫家，都是消化改造 

功能很強的人，也是獨立意識很強的人。他們好似練礦 

之爐，而不是盛物之器，象塞尚那樣，經他畫出的畫或 

者甚而是臨摹德拉克羅瓦的作品，都變成了自己的風格 
面貌。他們有很強的取舍意圖和概括本領。在寫生時善 
于感受，抓住對象的“魂”，同時注入自己的意圖。有 
尋本究源的内向力。在處理畫面時，或盡精入微，或大 

刀闊斧，有倒置乾坤的勇气。凡是這樣的人，對于通常 

結論性的東西都會有他自己觀點，重新審視。同樣的題 

材，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著眼點去對待，其效果 

也是判然不同的，所以前人主張做學問要敢于設疑求 

証，所謂“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是很有道理 

的。對于衆人熟視無睹的問題，你產生了疑問，証明你 
對原來的答案不滿意了，你的認識就前進了。在今天， 

在主客觀條件都變化得很快的現實條件下，假使我們能 

夠站在一新的高點，用人類的知識作依托，難道不可以 
得出更高更新的結論，創造出比前人更加輝煌的作品 

嗎？我們的民族和時代需要這樣的藝術家，他們臨高貴 
而不卑，臨貧賤而不亢，不是固步自封的守舊者，又不 

做隨波逐流的應聲虫，或者是興浪的風，或者是抗潮的 

柱，他們應當是正直、敏銳、有勇气、存仁愛之心的先 

覺者，同時又是千百萬大衆的代言人。
藝術作品是人的體現，創造的主體也是人，所以我 

們探討問題不能不緊緊圍繞我們服務和教育的對象，首 

先著眼塑造出一個個堅實的靈魂，然後進一步硏究創造 
力怎樣形成和培養。

要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冠須仔細分析創造力的各個 

側面'創造力是由敏感性、想象力、調節意識和綜合本 

領四個方面的能力構成的，讓我逐一加以說明：

（一）敏感同發現

善于感受的人才會有所發現。無論在學朮上還是創 
作上的發現'都是創造的標誌，是人的審視意識和思維 

動力通過實踐而獲得的新成果。藝術的發現，是藝術創 

造超越已有規范所取得的成功，可以使藝術家名垂史 
册。一個新觀點的形成，一幅新穎作品的誕生，一個新 
風格的創立，都是一定意義的轰現。基礎教學，就應該 

把著眼點放在培養學生有所發現的能力，這是創新意識 
的基點。爲了培養這種能力，應該先培養善感和敏感， 

培養對于生活的直覺感受和觀察力。因爲直覺判斷是視 

覺藝術最重要的法寶。蘇裡科夫看到雪地上的黑烏鴉而 
引發創造女貴冑英洛卓娃的靈感；托爾斯泰看到一株偏 

枝過河的小樹而創造了中篇小說《哈澤•穆拉特》。這 

些都是從微小的感受中緣起的。如果基礎練習能對課外 

作業有較 多的適應性和指導性，也有更多的靈活和趣 

味，那就可以增強教學的質量，促進學生充滿熱情，興 
趣盎然地面對生活。這是淺層意義上說明培養創造力的 

機製，而深層則須要從思維和意識的角度來探討。人類 

進化數十萬年是思維的進化。思想是人類最珍貴的財 
寶。我們今天的思維和創造，都是在我們祖先數千年文 

明史的精神積淀基礎上進行的，前人的成就，是我們形 

成時期的糧食與舟輯，又是我們成熟之後的條件和出發 

點。然而又正因爲不落前人思維窠臼，有個性的藝術家和 
科學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他們在工作和思考 

時，常常保持較多的封閉，不受外界影響。所以才能取 

得超過前人的成就。

這裡說的發現和創造機製，不僅是偶然機遇，而更 
是學術和藝術實踐中的創新課題。當創造課題明確，誘 

發勢態與触發信息都具備之後，靈感就產生了。藝術家 

也許從此找到新的通道，開創自己的風格，小則至少可 
以形成一幅佳作。大則創立新風格或新畫派。

我認爲以下這四個方面是我們的靈感源，是賴以自 

我形成的基礎。

第一，科學啓迪：認識是感受的基礎，感受是認識 

的前提。“只有理解的東西，我們才能更深刻的感覺 

它”（毛澤東）。科學硏究是認識發展的動力。現代物 

理學、生物學和心理學對藝術的影響是直接而深遠的，尤 
其是相對論和實驗心理學，促成了現代藝術對于古典藝 

術超越和反叛。實驗心理學揭示了意識活動的多側面和 

深層次，下意識、夢幻的硏究成果，影響了畫家的思路 

和他們對于題材的選擇；天文學、物理學的新成果，又 
改變和闊展了人的時空觀念，從宏觀和微觀、彈性時間 
等方面影響了造型藝術的格局。現代藝術家對于主體 

（人）和客體（世界）的興趣和剖析都比原來更加深入 
了。藝術發展的路同科學是并行不悖，但是他們又相互 

推動和牽引。如今的許多藝術現象，無論它是否可取， 

那是在更深入更微妙更新奇更廣泛的層次上進行創造， 

這是有益于人類思維發展的。多維的、超時空的、迫近 
性靈和人本的、視覺意味更足的、悖逆僵化模式的種種 

藝術流派應運而生，迅速出現而又急劇隱退，換代進程 

加速'形成了五彩繽紛、千奇百怪的藝術大千世界。如 

果硬說達利的超現實是注釋弗洛依德心理學，或光效應 
派是現代光學的翻版'那未免把繪畫看成科學的奴仆， 

是武斷的；但是，除了達利之外，膚西恩•弗洛依德、埃 

貢•席勒、魯道夫•享納以及奧托伐這些現代知名的大 
師都出在奧地利，而且他們作品心理運勢極強，不能不說 

是受到心理學家弗洛依德的影響，由此可見科學的成果確 
實啓迪了藝術家的思路，直接間接促成它們形成藝術的 
特色。美術史上公認印象主義是受惠于光學和色彩學的 
硏究成果'但是印象派大師用生命和愛文扁人類創造了 

光輝的精神食糧。從整體上看，科學的發展推動了思維 
的革命"從而影響了藝術家的思考方法和藝術追求'藝 
術家的感受從而更加銳敏，創造也更自由了 J所以應當 

讓學生懂得一些科學知識，關心科硏最新成果，用新奇 

的眼光去看世界。

第二=現實實踐：人類整個生存活動的空間都是我 

們接触了解的現實。人生活在世界上，第一是謀生；第 

二是改造環境-變革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第三是人與 

人的交往'人與社會的交往。這些都是人的實踐活動。 

現在發達國家的教育很重視學生的實際能力，用放假的 
辦法讓青年們到社會中活動闖蕩，經歷不同事件，嘗一 

嘗世態炎涼 > 遇一點挫折 > 同善善惡惡打交道，學會靠 

自己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上山下鄉，學工學農學軍等 
等，雖然不一定達到倡導者“改造思想”的初衷，青年 

人在他們的成長時期，知識文化的荒廢，無疑受到一定 
損失；但另夕卜一面他們用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懂得社 
會，知道酸甜苦辣，知道怎樣珍惜人生，其中也涌現出 

了不少優秀人物'這是僅僅靠學書本學不到的。

青年人在實際生活中，同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通，更 

容易體察國家民族生存的脈息，因而能夠放大眼界，博 

大胸懐，也才能敏銳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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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橫向移植：引他山之石以攻玉1是古來有之 

的現象；這樣的畫家往往給繪畫補充生機，丰富藝術的 

格局，還往往對繪畫的發展另辟蹊徑。如果我們的學生 

的知識都局限在繪畫専業范圍，僅僅是關于視知覺和技 

法程序范圍，（當然會相當的専）但是時間長久，就必 
然造成近親繁殖，功能退化。意大利畫家佈雷日•克裡 

奇原來學過建築，後來從事繪畫，他的繪畫有很強的建 

築意味；馬蒂斯原來的専業也不是繪畫，他的繪畫格局 
的形成也得力于工業設計知識。吳昌碩的金石書法的基 
礎'•爲他雄渾健拔的繪畫風格鋪平道路；唐代書法大師 

張旭“及見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書寫出千姿百態 

神韻力度皆絕的狂草；梅蘭芳看香煙繚繞而產生的奇麗 

舞姿，都是引石攻玉的范例。原來的知識技能是他們在 

新専業上發展的基石。大一點說，文化藝術相通之處很 

多，有時一個領域中的流派在其他領域也有，例如音樂 

中'文學中也有印象派。印象主義就不僅僅是美術的専 

利了。現代派各種流派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受東方繪畫和 

非洲藝術的影響，傳統的三度空間和統一時空觀念被平 

面或多維的時空觀念取代；歐洲人十分贊嘆敦煌壁畫早 
在一千多年前就打破了時空觀念的限制，近世紀非洲的 

藝術象潮水一樣沖擊著歐洲美學傳統，莫扎特、貝多芬 

美學體係受到嚴重挑戰，畢加索數十年來攪動時代之波 
瀾，他是一個偷天換日的大盜。從古怪的非洲木雕裡偷 
取消息，變成了他那天書一般的藝術語言。他欣賞非洲木雕 
已經比我們早了几十年，他正是目前這種非洲藝術熱的潮 

流的先驅。

第四，歷史借鑒：當今不少畫家正從古老的中國文 

化中収取乳汁，認識到發展油畫事業，學習中國傳統比 

學習西歐更爲重要。趙無极認爲西方現代藝術的河流， 

是從東方海洋裡挑來几擔水而發源的。許多僑居國外的 

學者也以中國民族文化源遠流長基業丰厚而驕傲，作爲 

中國人我們不能妄自菲薄，新古典主義不僅在歐洲興起

,也在中國出現。

- 例如拉菲爾前派等是發掘歷史的例証，但他們能在 
美術史上被寫一筆，就是并未照抄歷史，而是在吸收前 

人時注入了自己的創造。假如現在畫的同古人一模一 

樣，那就褻瀆創造這個神圣的字眼了。藝術思潮有如河 
流，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一種潮流時間長了，人 

們熟視厭倦，就向相反的一面去尋求新的出路。所以， 
不僅要納，還要敢吐，這就是自我更新。中國的繪畫， 
自漢唐以來'經過几次大的納和吐'吸收了很多夕卜來文 

化，確實有高水平的發展。如果不是我國建築以木質結 

構，如果不是我們歷史上那些愚蠢的胜利者喜歡用大火 

葬送前朝的宮闕，我們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惊人的藝術傑 

作。今天看到的絕大多數東西，都是埋在土裡未遭腐朽 

的极少幸存者。不過自宋代之後，藝術的發展也隨國運 

低落而呈下降趨勢，陽剛之气大減。宮庭藝術又是陳法 

多于創造，越來越加玲瓏剔透，雕琢瑣細'類似西方的 

羅可可味。所以有人主張從先秦以前發掘歷史，恢復陽 

剛之气。但是更重要的一點是要站在時代的高度來審視 

問題。能否具備現代人的意識，能否深知造型藝術的原 

理，才是發掘歷史能否眞有所成的關鍵。不少畫家對于 
半坡村陶器上魚紋人畫圖案惊嘆不已，對于邊陲地帶一 

—廣西、云南的崖畫，云貴少數民族的砂瓦陶器、面 
具、刺繡、蜡染等十分熱鍾，貴州的雕塑家作了大膽的 

實驗，其他人爭相接踵而去，（使人想起“淘金熱”這 
個詞）。用現代人的觀念吸收古人和少數民族藝術的生

憤怒的美蒂亞 （油畫）德拉克羅瓦 臨德拉克羅瓦憤怒的美蒂亞2油畫） 塞尚



力與樸，無疑是可取的。

（二）想象與突破

創造意味著突破。有突破才有超越。所以突破是創 
造的標誌，是創造的核心。創造力的培養就是開發想象 

力和聯想力。這種能力曾經使人類從無到有，這種能力 
使人類飛到天空，這種能力把人的手、眼、腦的功能都 

大大延伸。這設想的能力就是想象力。對于創造者來 

說，想象力是靈魂和生命，是思想的翅膀。有了想象， 

才能沖破舊思維的藩篱，才能實現突破。想象力有三個 
特性：第一是超越性，主觀的思想活動，有多寬的認識 

就有多大的空間，它好比一支飛向宇宙的船，可以自由 

翱翔。但是人的認識范圍是它的閔限，超越趨勢使想象 
力有越出閩限的夕卜張力'使它一次一次的沖破認識的限 

制；第二是構架力，就是在無的上面設想有，并且用思 
想庫“其他”中的材料“組裝”未來的事物，這種能力 
是創造者區別于其它人的標誌；第三是完美境界的追求趨 

勢，這種能力使得創造者永遠不滿足于現實的事物，他要 

追求更新更美好的未來形象。

想象力是智力的標誌，有先天的因素，但是它的發 

展常常要看後天有没有營養，能不能不斷補充供給。聰 

明的藝術家，能夠不斷的開拓自己藝術的境界，能夠不 

斷更新觀者的耳目。藝術家突破的能力是由兩個因素構 
成的。主觀方面，作者的素質（包括智能和想象）、人 

格、思維方式和技術素養。客觀方面，作者在實踐中掌 

握的材料和感受的歷史價値，即感受的獨到性、深刻度 

和廣延度。簡單說，它是由感受材料通過想象組裝轉化 
成超越的藝術效果，因此創造因素不僅屬于實踐的結 

果，還屬于實踐過程中主觀因素的改進完善。藝術的特 
色，旣是主體個性和與之相應的手段的表達，又是藝術 
上卓然自立的標誌。而想象翅膀能夠飛得多高，則取決 

于它具備多少内在的力量。這力量就是前人知識的成 

果，已知世界的高度。故擴大視听，通曉前人的奧秘， 
是想象力起飛的基礎。另一方面，材料的掌握也是至關 

重要的，應該看到創作能源的獲得，類似于礦石的開 

采，品位的高低，常常決定冶煉的質量。腐肉不可爲 
食，朽木無法成器，客觀材料不具備加工條件時，再大 

本領也難施展。這樣說也不是輕視主觀的作用。藝術的 
創造，主觀的作用是自始至終的，組織應用素材靠的是藝 

術家的頭腦，想象力把一切材料都安放到位，思維機器 

的運轉，把興趣和愛投放在其中，使零碎的材料分解化 

合，激情和沖動的加溫使無數食糧釀成新的蜜酒。情緒 

的激越由感受升華而來的，當達到白熱狀態時，就產生 
高層次越出常規的聯想，冒出新的火花，人們稱之曰靈 

感。它旣神秘而又簡單，只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列平稱 
它是上帝獎賞給辛勞者的禮物。可見靈感總是同辛勞聯 

繫在一起的。王國維列舉了晏殊的《蝶戀花》“昨夜西 

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爲第一境界，柳永 

的《鳳棲梧》“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爲 
第二境界，辛棄疾《青玉案》“衆裡尋他千百度，驀然 

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爲第三境界，認爲古今成 

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人都必須經過三種境界。靈感產生 

也是如此。第一境界的前提是博覽群書，發現前人没有解 

決的問題，找到新的突破點，這要見識和閱歷來作條 

件；第二點，要經過艱辛的運思、組織、構思，弄得茶 
飯不思，身體消瘦，肯下苦功夫的人，屬于這個狀態； 
第三，偶然的頓悟，運轉的思維突然接触到某種意外的 

信號，把所有的電流都接通了，這時產生了新的突破。可 

見人除了聰明'除了父母給的先天因素'重要之點還在 
于主觀上的锲而不舍，艱辛與吃苦精神，它使靈感降 

生，也使巨匠形成。
藝術家腦子的這種聚生化合的能力，有時比現代遺 

傳工程還要神奇，當藝術修養達到很高的時候，思維煉 

爐的能量就大到改變素材的屬性，“點石成金”、“化 

腐朽爲神奇”，將平淡無奇的生活現象變成惊心動魄的 
作品。

（三）調節與運籌

調節與運籌的能力是創造力在組成階段的重要的主 

右上肖像（油畫） 慮西恩•佛洛伊 

右中 維攫人類自由的呼吁（油畫） 魯道夫•赫恩 

右下 無水的威尼斯（油畫） 法布里日•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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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量'敏感與想象大底都更作用于萌生與形成期'調 

節力則作用于形成和構造的過程。藝術家對于素材的應 

用需是有節奏的地重組與釋放，有無調節運籌能力，能 
否各得其所，措落有致，藝術質量的差別很大。在藝術 
品的經營和製作階段中，調節的能力貫穿在整個過程的 
各個方面。調節活動是思考交織于審美，成爲支配局面 

的導向。其實際内容是藝術形象（也包括抽象），形式結 

構，色彩語言和技法手段，實現預計的效果等等。冒昧 
地想起古代陣法“八陣圖”，用一些石頭塊塊，佈成若 

干堆堆，看上去不會有什麼危險，可是若不知陣而誤入 

其中，就會弄得暈頭轉向，若是走到死門，還會丟掉性 
命……這佈陣的藝術高深莫測，是我們民族智慧的光 

點。我認爲藝術家的本領應當包括這種組合佈陣的本 

領，所以不但要善於選擇精華，而且要善於組織平淡。 
把握這個玄機才算懂得藝術眞諦。這其中，數與量的關 

系，不同物的屬性'物與物的數量遞變，數的方位排列 

組合，都能造出新奇效果。近年出現的“新生代”詩歌 
與繪畫'（雖然有模仿痕跡）看得出組合平淡的用心' 

是可取的。調節能力意味水平。其決定因素是審美意識 
的層次，視覺感知的敏度和調節階段的思維激越狀態， 
在最先階段-憑著興趣和愛來篩選，下意識因素很多， 

可以說是畫家自身的投影。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興趣和 
愛，差別是极爲明顯的。有的人愛較專一，有的愛得寬 
泛。缺乏創造意識的人，大都缺乏求索心理，興趣愛好 
呈惰性尾隨趨勢，經營構架模式也比較單一，許多作品 
如同一轍，只是用不同材料塡充而已。此種人無論畫具 

象畫或是抽象畫，看一張可以，多看几張就有疲勞感， 

因爲你接受的几乎是單一的刺激。而具備創造意識的畫 

家，無論其題材或興趣是寬泛還是専一，每張作品都有 

不同的形成因素，形式往往不重復，有很強的求索意 

味。有的畫家永遠不滿足 > 他們不斷改變風格與作品的 

面貌，具有“變色龍”的性格，作品常常給人多方面的 

啓迪和感受。繪畫作品流露出的气息和包藏的内涵，是 

作者個性的流露，叫做畫格，其中有較多的固定因素， 

屬于趣味品格；而另一方面，即意識和審美的流動傾 
向 > 求新精神，屬于不固定因素，即追求品格，這兩種 
品格是藝術風格的基本構成，所以調節的能量對于風格 

的構成至關重要。

調節能的物質依据，是視覺感知的銳敏度。生理基 
礎通過専業訓練之後所形成的能。藝術家總是憑籍下意 

識和直覺來控制畫面的。直覺發彗感受的底層，.它是 
情緖的基礎'舒暢與尷尬、愜意輙惡等等都發端于直 

覺。人的情緒、力量和智能等活動力，又隨人的生物節 
率變化有高潮低潮，這種節律有它的規律性，小的日周 

期月周期，大的周期是一年數年，整個人生有它的高潮 

與低潮。反映在専業上則是技法狀態。傑作的出現,世 

界紀錄的誕生，都同這個人的生理節率有密切的關系。 
但有些人不安于天命，不等待高潮，總是頑強的同命運 

抗爭，抓緊機會做他們要做的事，用一切機會磨礪他們 

的感覺。所以長期從事某種職業的人在他的官能上比常 

人發達，好的印染匠人可以分辦几十種顏色，美食家可 
以品嘗不同層次的佳肴美酒，馬蒂斯的畫面上能找出几 

十種不同的黑色。雜技演員的高度平衡力等等，都是練 

出來的。久之則自然有職業習慣，用職業的眼光去觀察 

他感興趣的事。德拉克羅瓦在馬車上觀察几匹馬的色彩 

關係……都是職業的習慣表現。油畫専業尤其應該培養 
學生對色彩有敏銳的色覺，油畫課堂作業大量的也是色彩 

調節，色彩視覺往往在初期瞬時感受最佳，因爲瞬時可以 

暫避意識成見的干扰，也可以不受視覺疲勞的羈絆。不過 
古典和近代都側重于寫實規律和裝飾規律的訓練，而少于 

心理效應規律的硏究。古典大師如格列柯，現代派的表現 
主義畫家，凡高、蒙克、夏加爾、康定斯基等人已在實踐 

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目前未見有系統的硏究成果，所 

以我們對它的認識與了解都處于朦昧時期。但應當看到 

它是繪畫語言的重要内容，對于意境的體現、情緒的抒發 

和氛圍的形成都是极爲重要的，因此應當下功夫找出它的 

規律性。

（四）綜合與完善

綜合能力是善於應用原則與原理'溶匯組合前人的 
成就。是創造力成熟的標誌。美術史上留下若干超越時 
代與國籍的傑作，也有很多聞名遐邇的大師。表面看來 

他們并非怪傑，没有什麼突破性的貢獻，但他們的作品 

卻雄踞時代之頂脊，世世放出光輝，這當然不啻爲偉大 

的創造。他們善于采集，奉行“拿來主義”，組合了當 
代技法的基本程序，形成了自己的面目。

集大成不是東拼西湊，不是大雜熾；能夠集大成的 

人也不是没有個性的人。認眞考察，他們都遵循主體原 

則和適合原則行事，第一，采集是以我爲主，以自身的 

需要爲出發點；第二，不是什麼都拿來，是爲了塡補自 
己的不足而拿來，而攝取事物的屬性是多方面的，此一 

用彼一用'熱水瓶本來是爲著裝開水，必要時可以投向 

敵人，作爲殺傷的武器。藝術的至高境界是融合統一， 

將各種對立的因素有機凝結，這統一之中包括了矛盾和 
抗爭，形成内在的張力。我們應該將新的矛盾因素創造 
出新的完善。現代主義是當今資本主義產生的怪胎，他 

們創造毋庸置疑，同時也打破人的正常感覺和觀念，有的 

人將病態的東西代替正常的東西，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已 

經把各種花樣都玩盡了，山窮水盡之後，必然逐漸有 
了柳暗花明，後現代主義把眼光投向歷史，他們嵋念過 

去，和作品自身完美。不久以前巴黎展出19世紀學院主 

義那些在地下室禁閉几十年的畫，引起觀者的歡欣，說 

明了此種思潮的一種新的趨向。

人們預測下一個世紀將是人類開發自己潛能的世 

紀，人類幾十萬年的進化，智能是大大前進了，但潛能 

卻退化了。而潛能的開發，卻將大大優于智能。未來的 

藝術家也許會在潛能的開發中大顯身手，那時的藝術 

品，可能會載荷人的卓越知能。所以我們硏究一點東方 

哲學，提高一些悟性，在作品的深層度、廣延度及内運 
力方面下一些功夫，對于力和騷動因素的探求，也是必 

須同時關注。因爲它是更深一層的内心揭示，藝術作品 
的魅力也常常附麗于此，消息不可不知。

人的智能和潛能常常交織在一起的，創造力的開 
發，也許還有很多潛能因素是想不到的。我這裡想到的 
都顯然比較膚淺，有待于今後的補正。

藝術家一輩子創造，乃是一輩子探求，有探求才有 

創造，停止探求，才智也會慢慢萎縮枯竭。藝術家一輩 

子做著采納和吐放的遊戲，在形成期，采納是主要的， 
在成熟期，吐放是主要的；在形成期，要闊展視野，廣攝 

感受，多積素材；但在成熟期就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閉。 

你看那許多個性鮮明的怪傑大師，他們全副身心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裡，有的人瘋狂的發泄著他的喜怒哀樂，這 

是他們用生命和血來鑄造藝術，也邁向自己的頂峰。

創造力在藝術上的作用是使作品歸宿于個性化。鮮 

明的風格則是個性的最佳體現，也意味著自己領地的形 
成，當你把自己領地的風格開發出來之後，自己也就在 
其中了。發現客觀領地，就是發現主觀自我。

—九八■七年三月二---日初稿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修改.

此文一九入七年在《全國高等藝術院校油畫敎學座談 

會》上印發，現在作了 一些修改和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