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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象派与中国文人画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艺术

流派始终在激烈地斗争着。官方的学院派思想保

守，他们把持的沙龙，拒绝一些年轻有为的画家参

加展览。这些画家团结在马奈周围，形成与官方沙

龙相对立的集团。他们不定期地在巴黎的盖尔波瓦

咖啡馆和巴齐耶与雷诺阿的共同画室聚会，到塞纳

河畔直接对景写生。1874年 4月，这些画家在巴黎

借用那达尔（Nadar）的工作室举办展览，他们自

称为“无名的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协会”。在展品

中莫奈的油画《印象·日出》的标题被一位保守的

记者路易·勒鲁瓦在文章中借用作为嘲讽，称这次

展览是“印象主义画家的展览会”，“印象主义”由

此得名。在印象派后期又出现了新印象派（即点彩

派）和后来的后印象派。

印象派的产生，与法国社会有密切联系。在第

二帝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思想苦闷，他们不满当

时社会现状，却又看不到光明的出路；他们追求自

由，但又觉得前途渺茫，于是，只有探求艺术的形

式，这也决定了他们艺术思想的局限性。他们虽背

叛了学院，但并未与国内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

他们的悲剧和不幸。印象派画家在发展风景画方面

是有贡献的。他们追求着光、色和大气的表现，从

而使风景画发生重大的变革，具有清新、明亮、丰

富多彩的特点。他们反对物体的固有色，重视光，

对瞬间的观察很注意。印象派画家大多用原色作

画，所以彩色特别清新明亮，没有浑浊之感。不过

他们作品的思想性和内容是很薄弱和狭窄的，往往

是很偶然的，印象派画家常常是以习作代替创作，

以感性代替理性。他们在创作一幅画时，事先很少

有一个完整的构思，但印象派的创新是值得肯定

的。从马奈到塞尚，欧洲绘画传统在自我否定的同

时又在自我完善，这样的进程构成了整个西方现代

绘画的发展框架。印象派画家对西方艺术产生了极

其深刻的影响，并波及音乐和文学。到20世纪初期，

印象派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艺术流派。直到今天，

印象派绘画在世界各地受观众欢迎的程度，仍然超

过绘画史上其他流派的作品。

中国文人画成就主要在元代，它的发展是许多

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元代的经贸繁兴，深刻影响

了文化的发展。城市娱乐业发达，市民艺术更趋兴

盛，不但体现在散曲、杂剧和南戏的流行上，也体

现在士人文化品格的变异上。元代后期文化中心在

江南，核心人物多为下层文人，呈现出一定平民色

彩。文人画成熟和普及的过程其实也是平民化或者

说市民化的过程（文人画本来就是一种城市文化）。

元代的民族压迫对文艺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固定的

四种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指西域和欧洲人；汉

人，指原辽、金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人；南人，

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南方人地位普遍降

低，其中的士人也不例外，并且在社会平静时期仍

然最深切地感受到被歧视的痛苦。在仕途上他们也

遭到歧视和压制。这一切，使诗歌、古文这些正统

文学形式步入低潮，知识分子的才华和积郁向“小

道”如散曲、杂剧、绘画转移，提高了绘画在文人

中的普及程度。

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文化选择，终于形成以董

源、巨然为主，兼取李成、郭熙以及唐五代和北宋

其他大师样式的文人画体系；确定了以江南山水为

主要描写对象，以诗意和个人化的内心情感为主要

表达对象的内容体系；以平淡天真、不拘形式、追

求笔墨形式和诗书画相结合为归旨的审美体系。这

个体系实际也就是今天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传统中国

画的全部含义。赵孟 是这个变化的关键人物，他

不但引导了整个元代文人画的走势，也影响了明清

画坛 550年。而在笔墨技法和趣味上对后世影响最

为直接的是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

这个时期文人画已经成熟，实际上也形成了明清人

难以超越的高峰。

二、凡是民族的，都是世界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印象派与文人画有许多惊

人的相似之处。印象派画家有严谨的基本功，但不

拘泥于写实，很注意在笔触的自由、潇洒中表达情

绪，表现神韵，有相当的写意性，这与中国人欣赏

趣味相通。再则，印象派的直接写生，补充了中国

晚期文人画的不足，但印象派的写生强调写印象、

写感觉、尊重自己的内心，真正地放心去飞翔，于

是这个世界有了另一种真实—艺术的真实。这一

点与文人画不谋而合，中国画家也乐于借鉴。再次，

印象派从日本、中国艺术中吸收了营养，在表达语

言上追求绘画的平面性、装饰性，使中国人感到亲

切，也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如最典型的印象主义画

家莫奈在 1891年第二次访问伦敦后创作的《草垛》

《卢昂教堂》组画，这些风景画侧重表现同一场景

在不同光线气氛下变幻无穷的外观。它们忽视物象

轮廓写实，主要用光线和色彩来表达瞬间的印象，

追求绘画色彩关系独立的美。这种艺术追求在他晚

年创作的《睡莲》组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作

品除了有印象主义所特有的率真外，还有某些与自

然相关联的神秘色彩。画面的朦胧性和宏大的装饰

效果，也是他创作的显著特色。他的探索，无疑也

给后来的抽象主义画家以启发。再看元四家中的倪

瓒在《答张仲藻书》中说：“⋯⋯仆之所谓画者，不

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从这个意义

上讲，倪瓒是一位相当“现代”的大师，他的作品

已经走向符号化。画面丘壑简单重复，本来是他的

不足，也变成了优点，有人甚至提出倪瓒的画可以

不标题目，像西方音乐家的作品一样标注“作品一

号”、“作品二号”⋯⋯清初画家程正揆一生画山水

长卷《江山卧游图》五百余卷，以“江山卧游图第

*卷*”的形式编号，正是中国山水画这一抽象倾向

发展的结果。莫奈与倪瓒虽身处不同国家不同年

代，但二者的艺术主张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正体现

了那句“凡是民族的，都是世界的”。

印象派绘画能在具有悠久传统文明的中国受到

欢迎和尊重，笔者认为原因如下：印象派绘画包含

的某些东方元素使中国人感兴趣；中国是一贯很兼

容的国度，印象派的创新精神和创作技法给中国艺

术家们以鼓舞和启发；时代的因素，中法的友好关

系，中国的强大和开放，才使得异邦优秀文化传入

中国并被吸纳。自宋元以来，中国的文人画已经达

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当今中国民族复兴的宏伟

历程中，文人画以什么姿态前进？中国画向什么方

向发展？笔者的答案是：立足国内，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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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莫奈晚年创作的《睡莲》组画不仅体现了印象主义所特有的率真，还有某些与自然相关联的神秘色彩。莫奈与倪瓒虽身处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二者的艺

术主张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关 键 词］印象派 文人画 绘画 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