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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油画民族化的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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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油画作为一个舶来艺术，传入中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然而油画的民族化从油画传入之后就一直是艺术家
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以油画民族化的历程为切入点，揭示油画民族化存在的问题，阐述如何实现油画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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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油画民族化的历程
１．１　建国以前的油画民族化

２０世纪初，中国政府派遣大批青年画家远赴国外学
习西洋油画技法，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和教育。这批青年

学成归国后，纷纷著书立说、创办学校，传授西洋画技法。

这一时期，以李铁夫、刘海粟、李叔同、徐悲鸿、林风眠等

一批优秀的画家为代表［１］。中国油画的系统教学是从２０
世纪初开始，１９０６年秋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
科，聘请日本人传授油画技法；１９１２年，乌始光、刘海粟、
汪亚尘等人创办上海图画学术院，推行正规系统的西画

教育，提倡风景写生并第一次启用人体模特写生，打破了

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开创了美术教育的新风尚［２］。

徐悲鸿的油画有精湛的技术，继承了西欧古典艺术

严谨而完美的造型传统，并汲取印象主义对光、色的发

现，使之完善地结合，徐悲鸿所走的这条艺术道路就是想

把油画这个外来物种容纳到中国的艺术体系之中，成为

真正的中国绘画，他采取的是全面接受西方式的教育体

制，以写实为基础，逐步形成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油画，他

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３］。刘海粟的艺术主张比较开

放，主张“调和中西艺术”，强调表现个性和心灵自由［４］，

充分吸收印象主义及其他现代绘画的精华，把西方现代

绘画强调的“表现”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结合起来，

从中西艺术的内在精神本质入手，借鉴印象派的色彩、野

兽派的线条与笔触，再融入传统艺术简约、写意的风格，

追求意境，强调主观情感的表达，其作品突出了力度和雄

健的一面，极具个性特色［５］。

１．２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油画民族化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社会各个方

面都面临巨大的社会变革，油画的创作也深受社会变革

的影响，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有了深刻的变化。

受“向苏联学习”的国策的影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

主流，画家们以通俗的写实手法，表现带有理想主义的新

生活题材。受马克西罗夫教学体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

作品主题性很强，每幅作品都有很明确的情节性和故事

性，主要以人物画为主，风景和其他题材的作品很少。许

多油画家也以绘画作品表达自己真诚的心态和强烈的爱

国热忱，表达对崇高理想的向往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董希文、詹建俊、罗工柳、艾中信等是这一时期油画

民族化的主要代表。董希文一生都在探索油画的民族

化，在西北研究壁画的几年经历，为他探索中国油画的民

族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创作中，大胆舍去色彩的细

微变化，用对比鲜明的大块色彩组成画面基本色调，发挥

了色彩的感情作用［６］。评价董希文的作品可以用三个

字：狠、准、稳。在《开国大典》中，画家将西方绘画的各种

表现技法和民族绘画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之具有鲜明的

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

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手法，使蓝天和红地毯、

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形成强烈对比，增加了节日的喜

庆气氛，而在写实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

工，如在透视和光影处理上，没有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

描要求去处理，而是根据画面主题和总体需要以及民族

审美情趣进行创作，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

族化方向发展［７］。

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油画作品，也

影响了很大一批画家，从而推动了油画民族化的进程。

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毛主席在井冈山》、詹建

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艾中信的《红军过草地》等都是这

一时期油画民族化的典型代表作。

１．３　改革开放以后的油画民族化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解放，涌现出不同形式的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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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题材与风格，艺术家的创作更加自由，罗中立、陈丹青、

何多苓等是这一时期油画民族化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

的油画民族化与以往的任何时期都有很大的不同，无论

是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表现题材还是情感传达方面。

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等都是这一时期

的代表作。

伤痕美术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出现的美术现象。
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现实主义与平民主义；

描写对象从英雄人物转为普通大众，促进审美观念的改

变，艺术创作开始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融入了更多的现

代艺术语言，绘画题材更加自由，表达情感更加真实，一

改以往的虚假牵强的人物表情动态，如罗中立的《父亲》

很好地证明了这一时期的绘画形势。

“伤痕”美术倡导“尊重历史”，表现了民族历史的

“悲剧”。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性主义立场。伤痕美

术毋庸置疑地成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对虚情假意的

情感的反抗，是真实关注人的内心感受的绘画运用，对后

来艺术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作品改变以往单一的模

式，融入现实主义语言，使伤痕美术具有时代性意义和文

化涵义［８］。

１９７９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的出现在全国刮起一
阵乡土现实主义之风，并迅速在全国兴起。他们从人道

主义出发，客观地反映农村的真实面貌，描写农民们最淳

朴真实的性情，表现社会普通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

具有现实意义。陈丹青的作品流露出一种人文主义情

怀，隐含了他的个人经历和生活阅历，同时饱含对社会底

层人民辛勤劳作的理解、现实残酷的怜悯以及朴实善良

的敬重。

２　油画民族化的质疑声
油画民族化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民族性

的问题，“油画民族化”问题一直是油画家们探讨和关心

的热点。然而，有不少人认为油画本来就是一个西洋画

种，一个舶来品，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中国的画家又怎么

可能创造出民族化的油画呢。这是对“油画民族化”的错

误理解，我们讲“油画民族化”，是把西方油画的精髓与中

国传统绘画相融合，与中国的文化思想、精神内涵相融

合，表现出中国的审美情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的油画作品。也有不少人崇洋媚外，认为油画就要完全

地向西方学习才有发展空间，以至于忘乎所以，完全脱离

了本民族的东西。更有甚者认为，油画民族化已经成为

过去，再走油画民族化的路子，会让油画的创作模式化，

进而大肆宣扬“去民族化”，在作品创作中更多地追求“创

新”，追求个性，玩一些表面上的东西，以博取欣赏者的

眼球。

目前，中西融合的现象盛行，中国油画艺术呈现出繁

荣的局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与艺术形

态是否能与世界接轨，这是值得艺术家们深思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艺术家必须探讨，中国的油画是背离传统还

是完全西化，还是走汲取传统中的民族精神走出自己的

新路。当前油画艺术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

国油画将走向何方？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油画的民族化？

３　油画民族化之路
３．１　洋为中用，中西结合，走民族特色艺术之路

油画属于西洋画种，明朝时期传入中国，对于中国人

来说如何学习油画一直争论不休。然而，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名画赝

品，去造假的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行画家）也算是有扎实

的美术功底，但为什么得不到认可，值得我们深思：一味

地模仿别人的东西，没有创新可言，在艺术道路上行不

通。油画本来就来自西方，他们在某些方面就有很大优

势，很难超越，为什么我们不变通一下，充分发挥我们的

长处呢？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油画技术，吸收与借

鉴西方各国各个时期不同派别与流派的精华，然后运用

到中国的油画创作中来 ，真正使外国的东西服务中国，结

合中国和西方，真正做到洋为中用，中西结合。诸如，徐

悲鸿、颜文梁等先后留学欧洲，归国后，大胆引进了西方

学院派，介绍西方学术，他们继承欧洲学院古典写实传

统，吸收与学习印象派的精髓，他们的作品在融汇中国传

统绘画技法长处的基础上，再结合西方绘画的精髓，为油

画的民族化开辟了道路［９］。徐悲鸿一生提倡写实主义，

为以后中国油画的写实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林风眠

晚期的作品用的是毛笔宣纸，他并不着意强调力透纸背

的味道，他在中国式的线条、墨彩和意境中，加进了如野

兽派和西方现代主义一样丰富的色彩与造型。他的线条

韵味更接近马蒂斯而不是中国古代大师。奇妙的是，林

风眠的作品表现的明明是中国人的性情与美感，却又与

传统的中国画面目全然不同，处处可见西洋画的笔法和

构图，但在欣赏者的眼睛里，却是那么的和谐，并不像许

多强行嫁接中西绘画的人，搞得那么勉强。秘密也许来

自于他的才华，他能真正专注地领会到中西艺术的灵魂

而不是外表。其实，作为油画家也一样，只有真正地理解

和领悟到中西艺术的真谛，才能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给观者带来视觉享受和审美愉悦［１０］。艺术是没有地域和

国界的，成功的艺术家是善于汲取各种“养分”的。

３．２　恢复文化自信，增强文化积累 ，树立民族自豪感
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艺术作为与世界

文化交流的前言阵地，树立民族特色形象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文化继承没有断层的国家，有着上

下五千年的文化积累，文化底蕴深厚。随着社会的发展，

起源于西方的油画理所当然地对中国油画产生不可小觑

的影响，有些甚至会完全崇拜乃至膜拜西方油画艺术，盲

目地追从西方油画，而并不是选择性地吸收精髓部分，中

国传统文化则被他们抛之脑后，渐行渐远。这种现象会

使得他们的艺术缺乏生机与灵魂，在青年画家中表现比

较明显。

成功的艺术家是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民族情怀的，

也只有这些作为支撑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否则

就会是无骨的形体和散沙，没有凝聚力。在极具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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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艺术作品进入艺术市场也要

保持良好的动机和心态，不要让经济利益冲昏了头脑，否

则可能被市场吞掉精华，磨灭灵气和棱角，到那时，作品

也就成了商品，失去了“艺术”二字的本质。实际上，真正

受到大众欣赏与赞誉的正是那些拥有深厚文化内涵、民

族意识和审美情怀的艺术家，当代艺术家如吴冠中、忻东

旺、杨飞云、陈丹青等，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

爱，正是因为他们是用心创作，把握作品的精神内核。究

其原因，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选择性的继

承。他们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韵律、线条、布局、

笔墨，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绘画的造型表现力以及色彩的

冲击力。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树立民族自尊心、自豪感

华夏五千年文化积累，在这文化底蕴深厚的沃土里一样

能打造出艺术的殿堂。

３．３　提高审美修养，创造民族文化品牌
关于审美的定义，不同的地域、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

审美标准，有大同亦有差异，这和本民族的文化形成有很

大的关系，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对真善美的认可，对责任

感、正义感、道德标准的要求等，多有相同的地方。从油

画来看，我们能够欣赏和接纳西方绘画，也就说明我们是

认可西方绘画的，无论技法方面，如对经典的造型、完美

的构图、迷人的色彩、虚实、主次、线条等方面的理解，还

是主题表现方面，如对人体美的酷爱、对英雄的讴歌、对

人民的赞美和同情、对自然美共有的激情，都是多有融

合，少有碰撞的。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

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我们不好好把握和运

用呢？盲目地跟从只会让我们失去方向，我们要想让中

国的油画走向世界，必须创立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这

就需要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审美取向，只有

这样才能创造出既具有本民族文化特点，又被世界认可

的符合东方审美情怀的优秀作品。我们在欣赏西方画家

的作品时不难发现很多有名的画家的作品中隐隐约约有

中国绘画的影子存在，他们已经把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

加以吸收和运用。毕加索作品里的笔触线条以及费欣的

素描，正是受东方文化的启发和熏陶，把线条加以应用发

挥，才使得我们对他的作品倍感亲切。其实，在中国已经

有人就这样实践过了。油画大师吴冠中能在中国画坛乃

至世界画坛享有很高的地位，在于他通古今，融中西，在

于他对民族文化的推崇和很好地接纳西方油画的精髓。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例子。

艺术来源于生活，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是善于用画面

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和批判的，从审美的角度

看，成功的作品往往具有一种美的内质。作为一个艺术

家，我们应该去充分挖掘华夏民族的优良品质，以艺术作

品来表现生活的真实，与世人分享，以展示我华夏五千年

文明之精华。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具有民族特色

且融入民族文化的油画依然是中国画坛乃至世界画坛的

主流。艺术作为一个文化领域的范畴，是没有国界和地

域限制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随着国际联系的日益

密切，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艺术作为交流的一种方式

也紧跟时代潮流。中国的油画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在

世界艺术的殿堂上大放光辉，只有把握时代的脉搏，分清

主流与支流，融入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形成具有民族特

色的艺术，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４　结　语
油画在中国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跨越式的

发展，老一辈艺术家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

随着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国油画完成了由西方传入中

国，走向国际市场的转变，但是在这种经济社会的刺激

下，中国油画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部分作品缺少创

新，抛弃了民族的、大众的东西，追求个性、风格，追求经

济利益，开始慢慢地脱离了艺术的本质和初衷。中国油

画发展至今，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许多艺术家也开

始反思和探索：中国油画将何去何从？我个人认为，民族

的就是世界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优秀的油画作品应该表

现生活的真实，反映民族文化的闪光点。中国的油画要

想引领世界油画的潮流，必须走中国特色艺术之路，展现

我华夏五千年文明之精华。我们要摆脱一味模仿的禁

锢，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油画。有中国特色的油画至今虽

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已初现端倪，作为一个从艺者，应

该在吸收前人优点的基础之上，继续刻苦钻研，努力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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