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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马蒂斯的绘画

不计其他国家，中国有关马蒂斯的资料研究已经多不

胜数，他的生平、作品与艺术理论，无不研究得仔仔细细，

深入透彻。但这终究都是别人的努力成果。作为一名学习者，

想要对大师的作品有更深刻的体会与了解，就必须以个人角

度去对大师作品作解读。

笔者对大师的作品学习主要集中在绘画作品，而晚期

的剪贴创作则不在此范围内。一方面，在目前对马蒂斯绘画

作品的分析研究都是集中在风格和色彩的变化上，而笔者也

遵从前人的脚步，从这方面入手。另一方面，由于大师作品

对后世人的影响也十分的广大，因此在对大师作品解读的同

时，会加入受大师作品影响，画风与其接近的其他画家作品

作对比，望能从中领悟到大师们的创作思路与方式。

马蒂斯作为野兽派的领军人物，对画面色彩的处理给

后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画面追求愉悦、欢乐、优雅、

宁静，作品可以说是记录了画家的一生 [1]。从传统的绘画风

格到野兽派的奔放，期间也尝试了新印象派点彩的方法，画

家都做出了多方面的尝试 [2]。马蒂斯的绘画无论是在艺术创

作探索初期，或者是成熟时期，马蒂斯的绘画作品都有多个

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都显示出作者对作品不同形象的探

索，以求适合的形式来呈现画面 [3]。

在早期的作品中，马蒂斯的绘画侧重于平面化色彩的整

合。又因受到点彩派的影响，画面显现出强烈的点状笔触。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喜欢对同一内容画面进行变形修改，而

这一种修改是通过多个不同版本的变化，调整到最适合的状

态。此外，马蒂斯对同一主题进行反复的描绘研究，创作出

不同系列的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有的是对构图位置的推

敲，有的则是对画面色调整的研究。从以上的三点可以看出，

马蒂斯会对作品的构图、技法、色调、意境进行多方面的尝试。

2 色彩

在马蒂斯的作品中，最夺目的要数其色彩的运用。色

彩如同乐章的演绎使其和谐，可能是他毕生都在实验的努力

成果。不过仔细翻阅了他一生的作品，笔者发现他的色彩似

乎有其规律。在开始的艺术启蒙时期，莫罗作为马蒂斯影响

马蒂斯一生的关键人物，其作用不可以忽视。莫罗作为象

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善于运用浪漫主义华丽灿烂的色彩，

透露着浪漫主义的情感，同时也营造了一种真实又神秘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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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他主张美的色调不可能从照抄自然中得到，必须倚靠思

索、想象和梦幻才能获得。而马蒂斯此时期的作品，虽与他

老师坚决反对印象派相悖，但画面色彩和谐同时又吸收了印

象派明亮的色彩。到野兽主义时期，色彩明度与饱和度有所

提高，画面多数运用互补色关系（多数用红绿互补关系）来

获得视觉平衡与明暗关系。画中的物体体积依旧明显。到其

艺术巅峰时期，画面色彩的饱和度有所下降，但画面感觉仍

然明亮欢愉，此时画中物体虽依然有明暗关系，但体积感却

比前削弱了不少。到后期，大部分画面的色彩明度也开始下

降，比起之前给人欢愉活力的感觉，此时的画面则多了一份

惬意与宁静。画面好像又回归了原点，但与启蒙时期的相比，

此时画面主色是用互补或强对比色的色彩为主，却又和谐统

一起来，没有探索时期的过分强烈，画面中的物体也几乎没

有体积关系，大部分是一种平面的图形的装饰效果。

在当代，偶然间发现了两位画家的风格与马蒂斯很相

似，恰似有一种继承关系。因此在这里也加入进行对比，分

别是 Pierre Boncompain（彭贡潘，以下简称“彭”）与 Paul 

Guiramand（保尔加曼，以下简称“加曼”）。图 1 与图 2

分别是彭与加曼的作品。从三者的画作对比中发现，马蒂斯

作品色彩浓烈，彭的绘画作品则较之温和，加曼则比前两者

色彩鲜明。从纯度上看，马蒂斯的绘画似乎居于彭与加曼两

者之间，彭的作品则稍低一点，加曼的纯度则要高。在色彩

的配搭上，马蒂斯整体搭配上形成中中调对比，而彭与加曼

的，分别在画面中形成中短与中长调的对比。同时，彭贡潘

的色彩搭配中，背景较多的以灰色调再衬以饱和度稍高的主

体物；加曼则色彩饱和度也较高，主要是运用冷暖对比的手

法来衬托画面。如彭贡潘的作品也属于野兽派的范畴，则彭

的作品会显得更加温柔，如同一只驯服了野兽。

3 线条

马蒂斯的画面除色彩外，线条也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

因素。他当时受到东方因素的影响，更多是与那时日本版画

的热捧有关。他运用的线条，大多都是以勾勒轮廓为主，表

现粗犷，有如中国工笔画中的“铁丝描”的感觉。而彭贡潘

的画也有运用到线条，与马蒂斯的相比则更细，只用于轮廓

的勾画，对画面的影响因素不大。然而他的线条随意性也很

大，就像是自然界中的有机线。加曼同样也在画面中运用到

线条，他的线条有如中国工笔画中的“春蚕吐丝线”，柔中

带刚，比起前两者对线条的运用，他的线条会更多了虚实与

穿插关系的变化。由于这三位大师画面都是以色彩为主，线

条为辅的原因，故笔者有时在翻阅的他们的画册时会发现，

他们对线条会缺少中国画中对线要求的粗细与浓淡的变化。

中国写意画虽然同样注重意境的传达，可手法是以线条的变

化为主，色彩为辅，恰与西方的相反。因此，中国画对线条

比起欧洲的大师们有更多的理解与变化。例如，人物十八描

是中国前人对人物画衣纹线条表现及处理手法特征所作的

大致概括。同时，中国主张“书画同源”的概念，在书法上，

对线条的运用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画的审美观念与西

方的审美观念并不一致，以色彩的简概甚至只以墨色的浓淡

变化代替色彩，重点体现出线条与笔墨同气相连带来的画面

结构意境，方称为逸品。

之前是西方的大师运用东方的线条元素在画面上的结

合，可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融合之一，那么中国人画西方

的油画，将中西方的元素结合情况又是如何？简单地对比一

下林风眠、潘玉良与吴冠中。前二位前辈可谓是初探中国线

条与西方油画的结合，在画面的构成中，仍可见到以线条为

主，色彩的运用依然是西欧的画家取胜。后者吴冠中总结了

前人的成果，在色彩的表现上已没有上一辈人的青涩，颜色

和谐同时兼顾对比外，画面更着重构成意味的表现。

4 构图

构图属于画面的结构形式，马蒂斯从来都不否认同时

代人对其影响。当时期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影响都反映在马蒂

斯的绘画创作中。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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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的《钢琴课》画面主要使用几何简化的形式，

物体变得扁平与正面化。在乐谱与窗栏杆上像阿拉伯式的装

饰曲线，减少了由于大量的几何形态在平面分割中所带来的

严谨与理性的局促感。立体主义以物象的解析、重组，多角

度的表现，打破西方长久的传统绘画透视法所造成的三度空

间，创造出一个二度空间的绘画特色。当谈及立体主义的新

视角时，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作对比。散点

透视法不拘泥于一个观点，它是多视点的，在表现景物时，

它可以将焦点透视表现的近大远小的景物，用多视点处理成

平列的同等大小的景物。散点透视法，可以比较充分地表现

空间跨度比较大的景物的方方面面，这是传统中国画的一个

很大的优点。马蒂斯的绘画创作中，水果静物也常见到类似

散点透视的运用，如静物台面与台下的支架不是在同一个集

点范围里。台面是以俯视的角度去观察，而台面下的支托架

则是与画家的视点平行。台面上的水果，并没有运用线视透

视的缩短法，前后的水果大小几乎体积大小一样，只有色彩

上的区分。在空间的处理上，马蒂斯的作品有故意减弱空间

的距离感的倾向，将前后景的颜色都运用同系列的色彩去涂

抹，以此获得二维的平面感。又如，《红色的画室》减弱了

明暗的关系对比，增强了色彩纯度与冷暖的运用。在后世的

画家中，都同样继续了马蒂斯这种反透视（或者散点透视）

与空间处理的创作方法。如彭贡潘大多数的女人体创作中，

被辅作背景的模特台都以俯视的角度去展示，女模物则是平

视的角度。

5 画面

有些时候，马蒂斯的一些作品看似是尚未完成的状态。

但现在笔者无法考究是什么原因，只能从笔者个人的观点

去猜测。在这里，如果马蒂斯真的受到日本版画的相关，或

多或少他有可能看过日本版画上的书法，受到书法艺术的影

响。书法艺术其中的一个特点是“计白当黑”： 指的是字

的结构和通篇的布局务须有疏密虚实，才能破平板、划一，

有起伏、对比，既矛盾、又和谐，从而获得良好的艺术情趣。

或许是马蒂斯对画面中未覆盖颜色的部分进行“留白”概念

的新尝试，而这一种尝试，一直延伸到加曼的作品中。在加

曼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类似的留白效果。黑色座椅上的两个

白坐垫与背景的白色部分，都是利用画布本身固有的白色效

果衬托整个画面。其次在马蒂斯的画面还会出现一种简化。

除利用色彩减弱空间感外，简化也是他造就平面效果的另

一有力手段。这种简化很可能也同样得益于立体派的结构意

识。原本从一幅风景画，逐渐简化成几乎只有几何的形状的

黑线条，带有抽象主义色彩。而以表现音乐题材的《舞蹈》

与《音乐》，红色的人物相连形成一种内在的曲线条，富有

节奏的韵律表现形式，给后世话多的画家带来同样的参照，

如彭贡潘的与罗斯科早期的绘画。黑色的人物也同样构成有

节奏感的曲线，但罗斯科的则显冷峻与趋于稳定，从头部与

乐器的方向，也不难看出画家精心安排的线性形式。

马蒂斯的艺术曾被喻为“安乐椅”，无论这说法是否

正确，至少笔者是十分的认同，而且画面中也经常出现倚靠

在长椅或床上的人物、大块植物叶子的剪影，那么“椅子”

与“植物的剪影”也不能避免地带上有安详舒适的象征意

义。在巴尔蒂斯的画面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常有睡在长椅上

的少女。巴尔蒂斯出生于一个旅居巴黎的东欧精英知识分子

家庭，父亲是著名艺术史专家，母亲是巴黎的沙龙女主人，

哥哥彼埃尔是个作家。巴尔蒂斯刚出道时，马蒂斯、毕加索

都曾对他大力提携赞助。虽没有正式文献的记录，但马蒂斯

对巴尔蒂斯多少还是有影响的作用。反观巴尔蒂斯的作品，

带有古典的意蕴同时，也有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氛。

6 影响

作为 20 世纪现代绘画艺术的一位杰出人物，马蒂斯影

响了后来画家在色彩表现力方面的探索，如罗斯科后期的冷

抽象绘画。罗斯科曾说道，他的作品都是诞生在夜以继日中

对马蒂斯作品观察与思考，并将其中的一幅作品以表示向马

蒂斯的敬意。作为一种启上承下的作用，既对印象派、新印

象派与后印象派的色彩理论作出总结性的归纳与表现，减少

了画面多余的细节，使色彩作为画面一个独立的绘画语言，

不像过去古典绘画一样从属于素描，致力于精粹的形状与颜

色。一方面，将黑色与白色视为构成画面的一种重要色彩，

曾在多个作品中使用了黑白色，稳定了画面中纷乱的色彩，

增强了画面色彩的表现力。另一方面，也糅合了非洲原始艺

术、东方艺术的特点，作出了崭新的艺术创作尝试，使到线

条在绘画中的地位也得到相应的重视。马蒂斯影响了当时的

绘画艺术，也影响着我们现在，他用色的大胆强烈已成为其

个人的艺术标志，很多作品的复制品或者色彩配搭，都成为

商品的设计灵感，使艺术作品融入了现代的生活，也激发了

艺术的创新。

7 结语

马蒂斯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艺术，在研究色彩的平面

性和抽象性时使主观意识的参与更明显，令绘画的色彩语言

提升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使西方的现代绘画艺术变

得越来越与传统相背离。这种改变，使大众脱离了与往传统

的审美经验，建立了新的视觉感知标准，影响着现代艺术色

彩理论及往后一批艺术家们，同时也改变了现代生活中的审

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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