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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现实生活的梦境 ①

———浅谈尼奥·劳赫的绘画艺术

孟思特
（首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１０）

摘　要：尼奥·劳赫（ＮｅｏＲａｕｃｈ）１９６０年出生于德国莱比锡，毕业于莱比锡版画及书籍装帧艺术大学，是新莱比锡画派
最重要的代表，同时也是近年来在当代艺术市场当红的架上绘画艺术家，其油画作品深受美国和欧洲藏家们的青睐。拟从

尼奥·劳赫作品的内容图式、绘画语言与超现实主义传统三个方面来分析劳赫作品的艺术特点及其独特的绘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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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绘画语言可以概括为运用色彩的方式、个人笔触的表现、绘画技法的选择、光影明暗的设

定、造型趣味的形式等因素。而作品的内容图式则是艺术家选择绘画题材的方向，同时也是作品主题和

情节的出发点。无论是具象的、抽象的、写意的或者是写实的绘画，不同气质和类型的架上作品，都是由

其画面中的内容图式来区分和定义。所以通过研究一位艺术家的绘画语言和他所选择表现的内容图式

这两方面因素，我们也就可以大致分析出这位艺术家作品的个人趣味和艺术魅力了。

１　关于尼奥·劳赫作品的内容图式特征
尼奥·劳赫的作品内容以具象人物的场景组合为主，同时穿插奇异的生物作为点缀。单看作品中

的每一个人物或者场景的局部都显得十分合理正常，符合日常的逻辑。但纵观整个画面，不同人物的组

图１　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ｄｅｓＢｉｌｄｈａｕｅｒｓ，２００８

合、错层空间的更叠、奇珍异兽的安排，甚至卡通图案的挪用都

会让观者迷失在艺术家无尽的想象中。我们无法第一时间理清

头绪，找到作品中所暗藏的含义和主题。也无法确定作品所呈

现出的时间线索。黎明还是黄昏，黑夜或者白昼，过去抑或未

来，那些漂浮在画面中的不明生物、神秘机械、软体形象、彩色字

母或是不知何用的生活用品等，又让观者得以从短暂的迷失中

清醒。将注意力重新聚焦到画面的另一层空间，一个完全脱离

重力的超现实空间。正如图１所描绘的场景：强烈的人造光源
照入昏暗的小镇，几个人物穿梭其中，忙碌的有些不知所措。观

众无法确定作者所要表达的具体时间。漂浮在人造光源中的大型软体图像类似于某种生物的内脏器

官，强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甚至让人们忘了去猜测画面中的人物关系所暗示的故事情节。我们再看

看图１所描绘的内容：身着不同时期服装的人物因为缝制黄色的旗帜而聚集在一间小屋里。一位身着
绿色皮夹克帽衫的现代女性成为画面的焦点。她正在为旗帜封边，而在一旁聚精注视的有二战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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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的绅士和赤裸上身的莽夫。每一个人物都显得格格不入又耐人寻味，似乎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聚
会。神秘的小屋布景显得并不那么真实，桌面上和工具箱中的卡通蘑菇图案增加了作品的诙谐。同时

也让观者沉溺于真实与虚幻之中，仿佛置身于科幻的动漫世界一般。

如果仅仅观看尼奥·劳赫的一件作品，观者可能很难进入状态，感受到艺术家所创造的独特世界。

但如果欣赏尼奥·劳赫的作品个展，尤其是展厅中绝大多数的作品尺幅都在两米以上。观者流连于数

件巨大的画作前会很快被展览所营造的气氛催眠，同时置身于艺术家所创造的幻想世界。仿佛一切超

现实物象是真实存在，感受不同画面所带来的独特视觉体验。劳赫作品的这些特点也能明显区别于早

期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和玛格丽特的作品体验。超现实主义是在法国开始的文学艺术流派，运动中心

在巴黎，吸收了达达主义及传统和自动性创作的观念。摒弃了达达主义否定的虚无态度，有比较肯定的

信念和纲领，作为文艺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广为传播。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以所谓“超现实”

“超理智”的梦境、幻觉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

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１］３２８。早期超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尺幅偏小。比利时画家玛格

丽特惯用于“换位法”，将日常事务安排在非正常的位置。使它们不合逻辑地并列，来触发人们的惊奇、

思考与感悟。西班牙画家达利则完全描绘主观想象内容来反映潜意识的过程。这些与早期超现实主义

大师们在表达方式及画幅尺寸选择上的区别，反映出劳赫作品对于超现实主义风格在当代绘画中的新

发展。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批评家将尼奥·劳赫的作品主题归结为超现实主义绘画传统，而又

不将其直接定义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同时早年求学于莱比锡版画及书籍装帧艺术大学的经历，也很

好的解释了劳赫作品中时常出现的卡通图案、广告牌及彩色字体趣味的应用。而这些具有强烈当代属

性的趣味也为劳赫的“超现实”增加了更多新的个人特点，让其作品的时空层次变得更加迷离。

巨幅的画面、宏大的叙事情节、电影式的场景、具象写实的画面内容，劳赫竭尽所能想要证明自己所

创造的世界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让观者成为这个荒诞世界的旁观者。劳赫的超现实特征类似于

一种来自现实生活中的荒诞，同时也成为他批判现实社会的一种隐喻。在他所构建的乌托邦式的世界

里，人物都处于紧张、亢奋，却又不知所措的状态。每一个人物似乎都被一股隐形的力量驱控，或打斗争

吵，或交谈言欢，或相互疏离。这种类似于现代舞台剧的夸张效果正是隐喻的最佳方法。劳赫将现实生

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夸大，将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转化为作品中的幻兽，同时将人们的内心情绪

图像化为各种复杂混乱的软体图案。所有的一切在这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显得熠熠生辉、精彩纷呈，而又

焦虑绝望。这不正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超速发展时代的缩影么？一切都是那么魔幻，而又不可思议。虽

然劳赫并没有直白的描绘各种先进的高科技，但他作品中各类丰富的图像信息运用，已充分展现了来自

于我们这个时代天马行空的想象。

２　关于尼奥·劳赫作品的绘画语言特征
奥·劳赫作品的独特魅力同时也得益于他那极具辨识度的个人绘画语言。艺术家的绘画语言，即

艺术家通过不同的表现手法、形体塑造、色彩搭配以及质感安排来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通过不同的油

画语言表现，让自己的作品有别于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气质。总之，油画艺术家油画艺术语言的形成是建

立在如何运用油画艺术门类中“造型”“色彩”以及“质感”这三个基本因素之上［２］。通过分析劳赫作品

中的个人油画语言特点，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劳赫的绘画才情与胆识。作品《Ｓｃｈｉｌｆｋｉｎｄ》２０１０（见图
２）中的夸张的颜色处理正好反映出作品的超现实气质。画面中窗外红、绿、黄相间的植物造型虚幻而
强烈，与前景身着上世纪中叶服饰的人物形象格格不入。使作品充满矛盾，让观者很难与现实生活的记

忆联系到一起。轻松的写实手法与笔触的运用也让画面充满动势，似乎人物的活动也显得稍纵即逝，充

满梦境感。劳赫极为吝啬深入刻画细节的笔触，画面中大部分局部都保持了一种一蹴而就、唾手可得的

状态。只有极小部分的人物面部表情得以被细致而耐心地具体交代。这种惜墨如金的深入刻画手法将

作品的节奏扩张到了极致，同时也很容易让观者产生如梦似幻的错觉。早年学习版画所带给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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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Ｓｃｈｉｌｆｋｉｎｄ，２０１０

影响也同样表现到了作品中。再如图２，作品中深邃的黑色背景烘托
出的是红棕色的单色人物场景。只有个别人物上衣与靴子被谨慎地

安排了一点儿紫色和绿色，极似版画套色气质。同时扁平的人物造型

与清晰单薄的人物轮廓，也像极了早期连环画的复印效果。而这些存

在于版画中的视觉语言被艺术家以手绘的形式画出，让画面多少增加

了一些魔幻的光影效果。同时这些独特的画面处理手法也让劳赫的

油画作品有别于其他具象油画艺术家，从而极具个人辨识度。劳赫并

不企图追求客观世界的真实，而是用油画这种媒介来创造属于艺术家

本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尼奥·劳赫并不太在乎传统的具象油画技

法，而是将个人的经验以及不同画种的表现形式揉杂在一起，最终呈

现出一个奇妙玄幻、光怪陆离的世界。劳赫出生与成长在前东德社会

主义时期，画面中概括的处理手法与明确的色块构成，以及密集的构

图形式多少能反映社会主义样式的宣传画在艺术家成长过程中所留下的印记。但这些印记并非桎梏，

相反更增加了劳赫作品中虚幻的乌托邦气质，让作品的宏大叙事显得尤为精彩。丰富的笔触运用，复杂

的色彩关系以及繁琐的结构安排让观者目不遐接，沉浸在劳赫的精彩世界中无法自拔。

图３　ＤｉｅＬａｇｅ，２００６

劳赫精湛的造型技法与娴熟自信的画面控制力，同样为他

作品的魅力锦上添花。如图３精彩的人物细节刻画、准确的空
间透视关系、丰富的冷暖颜色运用以及强烈的体积处理，这些无

疑为劳赫的超现实世界的存在带来更多可信的理由。试想，如

果劳赫用一种更为抽象的手法概括画面的人物，或者他技艺有

限只能随意的涂抹勾勒，那作品的催眠效果将大打折扣。观者

会因为作品技术的不到位，或者画面内容太过于抽象而认为艺

术家是在痴人说梦，从而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共鸣。艺术家就更

别指望观者会被作品催眠或是进行深刻的反思了。

３　结语
尼奥·劳赫对于创作的初衷与脉络发展一定会有自己的出

发点与思考。他并没有尝试在作品中解释或是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甚至也不会在展厅的作品旁贴出

一张作品文字说明。他所做的就是反复描绘内心的那片不安之地，让这个充满着悬疑与乌托邦色彩的

国度带给观众不同的想象与思考。让每一位站在画作前的观者都成为完成它创作线索的一分子。根据

人们不同的经历、记忆与想象来探索、认知以及思考他所构造的这个神奇的世界。

的确，作为观众我们能从劳赫作品中的半兽人与诸多奇异生物上，联想到当代新型生物科技给我们

带来的焦虑。从画面里大面积的废墟与荒芜的城市边境中，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过度的文明发展给人们

的生存环境所造成的代价。不同时期的人物角色安排，以及卡通图式与广告招贴画的掺杂，也很容易让

我们体验到信息大爆炸的网络科技时代所带给我们视觉与精神上的双重疲劳。我们也能从劳赫作品中

随性的色块痕迹与笔触中，体会到来自艺术家本人的不安情绪。总之，劳赫所创造的丰富世界，能为每

一位拥有不同经历的观者产生属于自己的不同联想。这个由劳赫所编织的荒诞世界，同时也像极了我

们所处的这个现实时代，绚烂、神秘而又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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