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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是一种审美表达
在写生过程中感受什么和

如何表达是两个关键问题，尽管
创作主体审美定势的形成对写
生、创作影响很大，能使审美心
理活动完成又快又好，也可以产
生独特审美感受，并成为个人风
格的基础，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
中心。本文主要探讨从感受到表
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虽然不是
什么新问题，但却是个人的一点
认识。

我们走出课堂到大自然中
去，感受自然界瞬息万变的美，
捕捉自然结构中那种充满生机
活力的东西，这叫“师造化”。没
有这个过程，艺术创作容易概
念，艺术生命也会枯竭。唐代画
家张璪有一句能够概括中国绘
画艺术奥妙，并成为中国艺术法
则的名言。即“外师造化，中得心
源”。在户外写生中，这一语也最
能概括审美体验的全过程。所谓
造化即造物，自然天地之称谓。

“外师造化”就是以自然为师，要
深入观察，深刻体验，这是孕育
意象的基础。大自然充满着无限
生机，是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生命源泉，因此古往今
来“外师造化”已成真理。“中得
心源”是强调心的重要性，是艺
术创作的基本法则。当我们的感
觉器官在接受外部世界刺激的
时候，主观情感有一个积极参与
的过程。因此感受的东西不仅仅
是一个五官纯生理感觉的感知，
而是一种被情感笼罩的一种感
知与体验、生理与心理、受动与
主动融于一体地心理反应。这种
心理反应所形成的心理形式就
是我们常说的审美意象。因此大
自然是引发我们审美意象生成
的形象材料，我们写生所要画的
是在主观情感的作用下，对这些
材料做理想的建构。

看来从感受到表达这一过
程充满着主观色彩，尤其在感受
阶段有很强的主观性，同一客观
环境下会有不同感受说明了这
一点。既然写生是从感受开始，
那么能使我们产生不同感受的
原因是什么？影响我们感受的主
观因素有哪些呢？这里还是要分
析一下。

首先我想应是天性的作用。
每个人的天性不同在进行艺术
活动的时候，所具有心理结构和
心理状态也不同。因此审美感受
也会千差万别。先天的本性是与
生俱来的，后天的学养要完善自
己的本能，并充分发挥这种天
资。我们的创作活动，要注意这
种个性化的东西，这是特殊审美
趣味的内在趋动力，每个人对美
的判断都源自于此。

其次是审美预备心理的作
用。我们所发现的美，是由特殊
的眼光、特殊审美经验、特殊审

美敏感性作用下的结果。因为我
们曾经受过特殊的教育和训练，
并具有一个常人无法涉足的领
地。我们受过的教育和专业上的
任何训练都会开拓我们的审美
领域，都会对某种美的区域有特
殊认识，这一切会构成我们的审
美预备心理，这在观察生活时很
起作用。

再次是审美心理活动纯粹
程度的作用。在观察中，作为创
作主体能够摆脱认知需要和实
用需要非常重要。所谓的认知需
要，是解决它是什么的问题；所
谓的实用需要，是解决它有何用
的问题。在感受过程中，能够摆
脱和阻断这两种需要，才能进入
审美的心理活动。但每个人审美
心理活动纯粹程度有差别，感受
什么就有差别。感受的东西受很
多主观因素的制约，这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感受到什么
一定是千差万别。

就绘画而然，感受什么比较
适合绘画表达呢？一般认为能够
在观察客观事物的整体结构中，
发现内在的表现性和有意味的
形式应是审美感受的主要内容。
何谓表现性？鲁道夫·阿恩海姆
的定义是：“知觉刺激的组织所
产生的动态过程的心理对应
物。”这种心理对应物还可以认
为是情与景深层联系的一种幻
象。就表现性而言，它包含两个
层面：一是客观本身具有的一
种属性。如：阳光和乌云本身折
射出来的感觉。另一是知觉对
象所具有的表现性又不完全等
同于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
性，而主观能动作用是整合观
看，使之成为心理对应物重要
条件。因此表现性虽然蕴含于
客观对象之中，但它是审美主
体感知出来的。鲁道夫·阿恩海
姆在他的《艺术与视知觉》一书
中还曾有这样的论述：“人们发
现，当原始经验材料被看作是
一团无规则排列的刺激物时，观
看者就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随
意地对它进行排列和处理，这说
明观看完全是一种强行给现实
赋予形态和意义的主观性行
为。”可见在审美感知过程中，主
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

这样看来，物、我统一性则
是表现性感知的心理基础。当客
观物理结构与我们的心理结构
相统一的时候，便会产生审美感
受。但是这种感知不是一一的机
械对应，其实完全对应是不存在
的。我们对客观物理结构的把
握，是在情感的基础上，对其进
行积极的组织和加工过的。有些
东西视而不见，有些东西留了下
来，有些东西被加强了，有些东
西被削弱了，有时候某些十分重
要的因素，在当时的客观结构不

存在，也还要调动自己曾经有过
的经验和生活储备，如果曾经的
经验也不如愿，我们还需要创造
和想象。所以，这种物理与心理
之间的对应性和相似性，首先源
于外物的刺激，最终完成于审美
心理的组合和重构。

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国评论
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审美假
说，他认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
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
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
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
色的关系的组合，这些审美地感
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
式。”这种趣味的发现与每个人
的特殊天赋、文化修养、艺术实
践经历有关。每个人的审美趣味
都不一样，这使每个人审美感受
也各异，所选择的角度和感性形
式的捕捉也千差万别。以上都是
说在生活中关注什么东西才能
产生审美感受的问题，这些都是
审美感受的主要内容。

能够将感受到的审美表现
性和有意味的形式落实下来，就
构成了画面。所谓的画面不单是
要画出一些客观物象，而是要画
一些心理对应物，是一个比较抽
象地画面组织。客观物象只是这

个组织过程所借用的外在表象。
这些物象的组合，不仅要有客观
的鲜活性，也带出了主体独特的
审美趣味。因此说，生活中任何
物象走进画面，都要通过主观审
美情感的筛选，并成为能够清
晰、简明表达审美感受的符号。写
生中不懂取舍和概括的道理，不
懂由客观向主观转化过程，就不
懂画什么和怎么画。但在开始写
生的时候，大多以为绘画只是把
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准确地画下
来，其实绘画的旨趣远非如此。好
的绘画是要触及一些抽象的问
题，诸如：虚实、强弱、刚柔、疏密、
纵横等相对因素即对立又统一的
和谐组织。生命的跃动缘自于此，
宇宙本体的作用也以此为特征。
如果说绘画是通过某些具体的现
象揭示画家对生命形式的体验，
那么绘画活动的特点就应该是通
过不断创造对立因素并使之平
衡，并从一个对立到另一个对立
和不断地使之达到统一。画面根
据情感的需要，缓和一些因素或
强调一些因素，调整细枝末节，
最终能控制一个理想的节奏变
化。这些具体活动，才是写生过
程中的基本实践内容。（节选自
韩敬伟《写生是一种审美表达》）

笔名老坡。1957年生。1982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现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
授、中国画教研室主任。

主要作品曾获第七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铜奖；第九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铜奖；第二届“中国
美术金彩奖”展铜奖；全国第二
届中国画展银奖。主持中国山
水画专业教学建设与改革曾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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