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借鑒與發展
—西歐歸來談觀感

蔡振輝

一九八一年十月至八二年十二月，我在比利時安德威普皇家 

美術學院進修油畫。由於西歐學校假日特多，我有機會去荷蘭的 

阿姆斯特丹、荷格•威魯姆、法國的巴黎、意大利的羅馬、佛羅 

稜薩、威尼斯和梵蒂岡等地考察油畫藝術。我看了卅多個美術博 

物館，盡可能地臨摹了一些十九世紀名家的作品。在此期間，我 

比較廣泛地接觸了一些西歐藝術家，並和一些外國友人建立了聯 

繫，對於西歐藝術家的創作思想，對美術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 

以及人民對藝術的態度，我都有了比較多的了解和實感。

這裏就下面幾個問題，把我的一些粗淺感受寫下來。

一、中國藝術家需要了解世界,外國藝術家也需要了解中國。

出國前，我並不了解國外藝術在他們的人民生活中究竟處於 

什麼地位。在外的一年多裏，我深深地感到國外不僅把藝術作爲 

美育課題之一，而且也是使人們了解歷史、熱愛祖國的重要手段。 

我所到的幾個國家裏，無論街頭、廣場、公園、地鐵車站、劇 

場以及高大的建築上面和室內，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有不少雕 

塑及繪畫作品。有的是反映各個時期的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 

與軍事將領，有的則是以人民的生活與歷史爲題材，當然也有不 

少是宣傳宗敎敎義的作品。在中等以上的城市有專門的藝術博物 

館，大城市中各種類型的藝術博物館則更多。在國家博物館裏， 

美術作品都是按不同世紀分别陳列的，y般從十三、四世紀到廿 

世紀都有專門的陳列大廳，它可以槪括出美術的發展歷史。不少 

名家的代表作，到處都可以看見。米開朗哲羅的《大衞》全身像 

在意大利，不僅博物館內有，而且廣場上也有，達維特的《馬拉 

之死＞ 原作在法國，但比利時也陳有它的複製品，倫勃朗的一些 

肖像原作本來在荷蘭，其複製得很好的考貝，比利時同樣陳列。 

這種現象說明他們是把一些藝術大師的傑出作品作爲國際上的一 

種財富來對待的。

我常常看見敎師帶領着中、小學學生在公園內的雕像面前， 

或者在博物館的繪畫作品前，向學生們講作品的思想內容、時代 

背景及作者的生平。導遊者們也向旅遊者介紹這些優秀的文化遺 

產，使人們獲得豐富的知識從而提高他們的藝術修養。在比利時 

的安德威普國家博物館內，還設有專門爲學生們作畫的畫室，並 

定期展覽學生們的作品。至於專業性的美術學院，差不多遍及所 

有中等以上的城市。在比利時，美術學院每年都有一天定爲"學 

校開門日”(open school )，這天學校照常上課，人們從四方 

八面到學校來參觀敎學活動，各個敎室、走廊、休息廳都擠 

滿了人羣，人們拍攝照片，向師生提出各種問題，了解敎學 

情況，報紙則將這一切作爲重要新聞報導，反映出人們喜歡 

藝術，重視藝術人材的培養與提高審美能力的敎育。

我曾參觀過荷蘭西部的一個港口城市的全景博物館，在 

一個不大的圓廳裏面，一幅巨型油畫壁畫環繞着圓廳的牆壁。 

它是這個城市的全景圖：古老破舊的城市街道，敎堂，漁 

船以及一望無際的海洋，畫面的海岸與實際的泥沙相連接， 

沙土上配有荒草、生銹的鐵錨等實物，加上音樂的音響效果， 

幾聲海鷗“嘎、嘎”的鳴叫，彷彿把人們帶進了中世紀的 

凄涼苦難的生活中去。當我走出全景博物館，看見這個現代 

化的繁榮城市，我才回到現實中來，覺得現實比過去大大前 

進了。多麼鮮明的新舊對比敎育；然而這種敎育卻是極其自 

然的，富有形象的生動敎育。

我在西歐的一年多裏，發現藝術在人民生活中起着很大 

的作用，人民與藝術有着密切的聯繫。人們通過藝術了解這 

些國家的歷史，了解藝術發展的槪況，也知道這些國家在歷 

史上作出的貢獻以及有哪些代表人物，藝術發揮了它應有的 

功能，因此在那些國家裏，人們是尊重藝術家的，無怪乎法 

國的100法郞鈔票上面印的是偉大畫家德拉克洛瓦的肖像和 

他的代表作《自由領導人民》。我希望我國派出'更多的畫家 

到世界各地去作一些考察和訪問，多方面地了解藝術的社會 

功能和學習西歐藝術傳統中有益的部份。

不僅中國藝術家需要了解世界，外國的藝術家對中國的 

藝術同樣抱有極大的興趣。且不說荷蘭的凡高和奥地利的克 

里木特如何把中國的繪畫特黙吸收到他們的繪畫中，使他們 

的作品具有很强烈的特色。就是我所結識的一些現代西歐畫 

家中，他們對東方藝術也是十分嚮往的。例如荷蘭蒂娥博美 

術敎育學院著名畫家阿普、楊滿斯敎授，年近六十歲，但他 

還積極硏究中國畫技法，他的油畫作品中有鮮明的中國寫意 

畫的筆情墨趣和黑白虛實的處理章法，很像中國的潑墨山水。 

他一有機會就找我敎他畫中國畫。他認爲西方的美術也需 

要向東方的美術學習。爲此，他邀請我去荷蘭他所任敎的學 

院敎中國畫。當我給那些學生們示範怎樣畫中國畫時，學生 

們對中國畫的用筆用墨有着濃厚的興趣，當他們看見中國畫 

一筆裏面旣有準確的結構，又有豐富的層次，表現力極强， 

非常驚嘆，都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學習中國畫。

二、關於抽象派藝術

我不是專門搞文藝理論的，不可能全面來論述抽象派的 

藝術。究竟怎樣看待它才恰當呢？我這次在國外看了不少抽 

象派的繪畫與雕塑作品，最初也是不懂，不喜歡的。我很想 

知道外國人對這種藝術抱什麼態度，他們的看法如何？

當我在安德威普國家博物館臨摹油畫時，常常有不少觀衆圍 

着我看臨摹，並和我交談；有時我便借機會帶他們到二十世紀作 

品陳列廳去詢問他們對那些抽象派作品的看法。他們中大多數人 

也說不懂，但有些人說他們喜歡。我問他們，旣然不懂，爲甚麼 

又喜歡呢？回答說：要不要人看懂是作者的事，我看着有趣、好 

看就行了，因爲它和常態不一樣。”

西歐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主張自由化，沒有一個像我們一 

樣的統一的文藝方針;不少人把精神上的享受放在很重要的地位, 

而人們在基本滿足了物質生活方面的要求之後，精神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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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上來了'因此他們並不都去硏究一件作品的 

社會意義如何'只要能從中得到一定的美的享受就滿足了 °我還 

遇到這樣的人'他並不只停留在單純的感覺之中’他指着一張純 

粹是線條的油畫對我說："我感到這些線條的起伏很有節奏’它 

像是一種旋律，和音樂一樣美。”我吃驚地問他是藝術家嗎？他 

說不是，只是一個公司的僱員。但這個普通的僱員却能從藝術的 

角度去分析一件作品。歐洲人民特别喜歡音樂’他們經常聽交響 

樂，欣賞音樂會'一般都有一定的藝術修養'能從不同藝術作品 

中去發現美的共同規律。
畫家哈利吿訴我說："抽象派就是線條和色督的構圖’它是 

一種高度的槪括。”我認爲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意思是說抽象派 

是一種形式的高度槪括，它反映一種單純的形式美°

有沒有形式美呢？有。形式美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的商品爲 

甚麼要注意包裝與裝璜呢？就是追求形式美° 一個酒瓶採取不同 

形式的造型，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 > 不就是形式美在起作用嗎？ 

西歐工業發達，資本家爲了互相競爭'爲自己的產品找出路’ 

除了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外'在形式美上也經常花樣變新’以便 

吸引住更多的顧客'所以形式美受到普遍的重視°它被作爲一種 

科學來硏究。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 > 美術家就自然容易脫離具體 

事物的內容去單純追求一種形式感，借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 

我認爲這就是抽象派作品產生的社會基礎。在他們的社會制度下’ 

抽象派作爲一種藝術思潮，它的存在和發展是必然的°

但是，在抽象派的作品中'並不都是沒有內容的°我在巴黎 

參觀過海外畫家趙無極的工作室'還看到一些趙先生的抽象派作 

品。他的畫面沒有具體的客觀物象'都是不同形式的筆觸、色塊 

的渲桀、黙摸，近看雜亂無章-遠看則似乎把人引入了大自然的 

千變萬化的境界之中•有山有水1有景有物'或似雲煙繚繞；或 

似海浪的吼嘯；或是田園小景。其作品有特定環境下的深度空間 

,也有不同時間的具體色調'意境很深'十分耐看°趙先生是中 

國人，早年對中國畫有很高的造詣'他把中國畫’‘皴、擦、黙' 

染”的傳統技法運用於抽象繪畫之中'因此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東 

方藝術特色，在海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化的世界裏'畫家可以隨心所慾地畫自己 

想畫的一切，但眞正有成就的人不是很多'也有不少抽象派的作 

品是亂七八槽的東西，不能給人任何美感。難怪不少外國人也說： 

“不進藝術學校同樣可以搞抽象派'因爲它沒有技巧。"

三、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藝術風格

我在巴黎認識了海外藝術家協會的負責人彭萬墀先生°他在 

巴黎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畫家'我見到了他的一些作品°他的油畫 

和素描大多數都是以母子情'生老病死和諷刺人與人之間的假情 

假義的醜惡行爲爲題材的，不僅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而且在手 

法上也有獨創之處，他採取了以絲描爲主'以油彩略施明暗爲輔 

的方法，形體稍有些誇張'但結構十分嚴謹'細節處一根根毛髮 

（上接39頁）

—段時間以來，我們有些版畫作者，尤其是版畫專業的一些同學'熱衷於照搬西方現代藝術，迷戀於時髦的表現形式，對學習民 
族民間鸳有所忽視，很少考慮我國人民羣衆的欣賞要求和習慣。這不能責備他們'也不必大驚小怪。鬻豐学川蠶詈凭鷲

第;，四川美術學院版畫系重視創作實踐'從創作實踐中提高同學的創作水平°這次展覽中'有老版畫家梵鷺豐警豐 

年版畫家的作品，還有硏究生和本科從-年級到畢業班同學的作品。無論在課堂敎學中'還是在生活實習中’敎師們都非吊重視提咼 

學生破察、認識生活和表現生活的能力，注意愛護學生的藝術個性和才能。使他們能得以正常的發展和充分的表現。

（作者爲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講師）

與經•絡明顯可見'但又不失整體之感。他的作品往往運用中國畫 

的大面積空白作背景的襯托 > 主體人物鮮明突出°因此他在西歐 

畫壇中特具風格，獨樹一幟，深得人們的好評。他的作品爲我們 

中華民族增添了光輝。

作爲一個海外的中國畫家'彭先生熱愛祖國J時時關心着祖 

國藝術的發展，並爲我國在藝術上的每一成就而高興。去年夏天’ 

他的全家邀我去參觀凡爾賽宮 > 參觀完畢’我們一塊兒坐在草地 

上，一邊吃着野餐'一邊又談起藝術的問題°他說他看了去年在 

巴黎展出的我國的作品，非常高興'尤其是靑年人的成就使他由,. 

衷地喜悅。他希望祖國的藝術家們能夠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一- 

再度到巴黎展出，使世界人民能夠進一步了解中國的藝術°當我 

們談到提高藝術水平問題時，彭先生說：“我們不排除學習外國 

人的好東西，但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藝術風格’正像墨西哥畫派- 

一樣，他是墨西哥人獨有的面貌。中國藝術也要有中國獨有的面 

貌。”我認爲彭先生的話是對的。我們應該硏究和了解世界上的各 

種藝術流派，取其所長，豐富自己，但又決不是模仿與照搬°學 

習與硏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爲了繁榮和發展我們民 

族的藝術。我曾在彭先生家裏看見過國際上按年度定期擧辦的世 

界美術展覽作品選集，流派之多實在驚人。抽象與具象都有'一 

年一個花樣，年年都在變化。如果我們老是跟在他們的後面去趕 

浪頭，那是盲目的和不應該的。
我在西歐作了這樣的比較：以現代的繪畫和古典繪畫相比’ 

更多的人喜歡古典的作品；以抽象和具象的相比 > 更多的人則喜 

歡具象的作品。在巴黎•以陳列十九世紀以前的古典作品爲主的 

盧弗爾宮，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觀衆擁擠在作品面 

前欣賞和觀摩，可是在以陳列現代派作品爲主的博物館蓬皮杜中 

心，每天的觀衆卻是寥寥無數。從不少人家裏陳列的繪畫作品看’ 

也是具象和古典的多。

這種傾向反映了人們的喜愛。我在巴黎小皇宮博物館內見到 

一位美國友人羅斯唐先生1他對我說："我不喜歡摩登藝術（英 

語modern意爲現代的），什麼都是摩登，摩登繪畫、摩登建築、 

摩登舞蹈，甚至連空氣也是摩登的'眞叫人受不了”。

羅斯唐先生的話可能保守了一些；我這裏也不是要提倡藝術 

保守，我的意思是說，即使在西歐工業比較發達’人們的藝術修 

養比較高的社會條件下'普通人的欣賞水平也不是很快就跟上了 

現代藝術巨大的變化。
從我們的國情出發，我們的藝術需要發展'需要借鑑世界各 

流派的優勲，但我們不應拋棄我們現實主義的傳統風格’而且在 

目前的歷史條件下，我國需要有紀念碑式的創作；我國人民需要 

了解藝術、欣賞藝術；藝術也需要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 

激發人民的健康情緖。我們的藝術只有反映了自己民族的感情’ 

並在自己傳統的基礎上去發展'我們的藝術生命才是無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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