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吴冠中与朱德群油画中的山水精神

阮　 梅

　　摘　要：吴冠中和朱德群是我国油画艺术发展中的重要领导人物，他们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融入油画创作，
实现了东方山水意趣与西方绘画艺术的巧妙融合。 他们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源泉，在不同的艺术表现中传递出一致

的山水精神。 吴冠中强调写生的实景画面构图与山水油画的诗意表现，善于运用圆点作画的表现形式，在对景色

画面的组合和突破中，通过静态的诗意境界展现中国山水精神的内在含义，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山水精神意境表

达。 朱德群更强调对山水意蕴和精神的自我感悟，追求神似的抽象表现形式，以大小不同的色块点作为构图要素，
通过抽象的绘画艺术形式表达自身对自然山水法则的体察和想象，在朦胧和抽象的画面中展现山水精神和景色气

韵，在对山水精神的表现中透露出浓厚的东方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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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并与本土文化发

生激烈的碰撞。 在中国山水油画的发展过程中，一
大批艺术家努力将传统山水国画与西方油画表现形

式相结合，探索油画与传统山水精神的融合，吴冠中

和朱德群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 虽然他们在油画

艺术创作的技法和理念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以

自然山水为创作源泉，将山水精神和传统文化融于

油画创作中，在不同的艺术表现中传递出一致的山

水精神［１］ 。 因此，以山水精神为切入点，探讨吴冠

中和朱德群油画创作的艺术特色，分析二人油画创

作中山水精神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当代油画

艺术的发展进行深入的反思，对于新时代中国油画

艺术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绘画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

意义。

一、山水精神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山水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思想相结

合而发展起来的，融合了中国儒家、道家、佛教禅宗

等多家哲学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大自然抱

有敬畏之情，在与大自然斗争和共处的过程中，与自

然环境建立起深层的精神联系，饱含对大自然的热

爱之情［２］ 。 孔子将山水“比德”，通过拟人化的方

式将山水与人的感情相结合，赋予自然山水深厚的

内在含义，将自然山水作为理想人格品质和情怀的

载体。 庄子将自然山水与人类的思维相结合，表达

对理想人生和世界的理解，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的思想境界。 从本质上讲，山水精神是一种虚无的

精神概念，“虽然有丰富的内涵，但没有形象去承

载，总会给人一种抽象虚空、无法捉摸的印象，而山

水作为具体的形态，需要被赋予精神的内涵，自魏晋

以后‘山水精神’通过山水画论以及山水画体现出

来” ［３］８。
中国古代画家将山水精神与绘画创作相结合，

以绘画作为艺术载体，通过艺术语言将山水精神表

达出来，利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用色、构图、笔墨等多

种艺术形式，展现中国山水精神的气韵和意境。 古

代画家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游历和观察， 将自然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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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色进行艺术创造，将山水精神与自我情感相联

系，把山水精神和山水景色作为情感依托，并用绘画

的语言形式展现出来。 随着时代绘画艺术特点的不

断变化，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家在表达自然山水时，
虽然采用不同的绘画语言进行呈现，但都追求对山

水精神的内涵表达，强调山水景色与精神的形神兼

具［４］ 。 中国传统绘画强调以山水精神为主体的自

由联想，注重山水本体带来的自然主观感受，同时强

调山水精神与笔墨情趣的深度结合，通过不同的笔

墨和绘画表现形式传达内在的山水精神。
近代油画艺术形式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山水

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西方艺术形式和艺术思想的

引入，也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体系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 中国传统绘画中寄情山水的山水画走向了转型

之路，许多山水画家在坚持传统山水画艺术形式的

基础上，强调对西方绘画思想和精华的吸收，寻求中

国山水画与西方油画绘画形式之间的有机融合。 林

风眠、刘海粟等诸多画家在油画作品中融入传统山

水精神，将西方油画表现形式与中国国画的背景、构
图等技巧相结合，推动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在西方

油画表现形式中的现代转型，创造出了独具中国特

色的油画表现手法和绘画风格，为推动中国特色油

画绘画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５］ 。

二、山水精神与吴冠中、朱德群
油画创作的渊源

　 　 吴冠中出生于农村家庭，出于报效祖国的期望

和自我谋生的需求，他承载着家庭的期盼进入浙江

大学电机科学习。 在暑假期间，吴冠中受到朱德群

的邀请，参观了朱德群就读的杭州艺专。 在此次参

观中，吴冠中被杭州艺专浓厚的艺术氛围所感染，深
深震撼于艺术之美。 此后，吴冠中不顾家庭的阻拦，
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艺术学习的道路。 朱德群出生于

医学世家，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他在

幼年时期就接触了许多传统名画真迹，在父亲的引

导和讲解下开始进行绘画练习。 这些艺术实践与艺

术素养为其未来的艺术发展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审

美基础。
吴冠中和朱德群在杭州艺专求学的过程中，受

到校长林风眠的深刻影响。 在杭州艺专中西艺术融

合的学习氛围下，二人接受了吴大羽、潘天寿等艺术

家的中西绘画技法的教学。 在此背景下，二人开始

探索传统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思想的结合创新之

路。 后来，吴冠中去往巴黎留学，受到苏弗尔皮教授

的艺术影响。 苏弗尔皮教授注重对艺术对象灵魂的

捕捉，强调对创作者主观感知的刻画，在造型、色彩

等方面启发了吴冠中的艺术创作，帮助吴冠中建立

对西方艺术的基础性认知，深刻地影响了吴冠中后

来的绘画创作和艺术发展［６］ 。 而同期朱德群也来

到巴黎，进行人体速写学习。 他受到马蒂斯绘画技

巧和风格的影响，注重对线条的运用和把控。 后期

他在斯塔埃尔画展中认识到了抽象绘画在情感表达

中的作用，受到斯塔埃尔抽象化风格的影响，走向中

国写意绘画与西方抽象画作的融合。 此外，朱德群

还学习了伦勃朗的光影运用手法，将光影明暗的变

化处理引入自己的绘画创作中。
学成归国后，吴冠中进入中国美院任教，他致力

于将西方艺术与中国绘画相结合，并将自身的创作

理念和经验融入教学，但由于当时国内对西方艺术

的排斥，吴冠中的这一艺术尝试进展得并不顺利。
他开始转向风景画创作，坚持探索将中国传统绘画

与西方艺术相结合的发展之路，寻求中国油画的民

族化发展。 他在油画创作中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以
中国传统国画为基础，将国画的构图和笔墨应用在

其风景油画的创作中，并通过水墨画感悟中国传统

国画的水墨底蕴［７］ 。 与吴冠中类似，朱德群在油画

创作过程中也尝试通过水墨画来感悟中国传统笔墨

的创作技巧和精神，并将其应用在自身的油画创作

中。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朱德群的油画作品中已

经体现出浓厚的中国山水文化的底蕴，他的笔墨运

用、色彩搭配和构图留白中，都透露出中国传统国画

的风格。
尽管吴冠中与朱德群二人的生活和创作背景存

在差异，但是他们都选择将中国传统水墨画作为艺

术发展的养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和笔

墨技巧，始终坚持将中国传统国画与西方油画形式

相结合，山水精神成为其油画创作一致的精神追求。

三、山水精神在吴冠中与朱德群
油画创作中的不同体现

　 　 吴冠中与朱德群以自然山水为创作源泉，将山

水精神和传统文化融于油画创作中，在不同的艺术

表现中传递出一致的山水精神。 山水精神在吴冠中

与朱德群油画创作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创作手法与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吴冠中将写生手法与油画创作相结合，追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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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油画的半抽象形式，强调油画艺术的视觉张力美

和中国传统山水意蕴美的结合，利用油画的形式美

和表现力创作出具有东方意境和特色的山水油画。
吴冠中强调利用油画的视觉形式展现山水景色和精

神，在构图和布局上，其早期作品受到北宋郭熙“三
远”画法的影响，多通过仰视的画面视角表现出山

水景色层层叠叠的深远崇高之意，通过平远的绘画

视角体现山水的缥缈意境。 吴冠中将山水油画创作

与现实写生相结合，通过写生式的山水景色描绘展

现画面的幽深意境。 他常常通过平原的全景山水构

图对山前山后的不同景色进行重组创作，利用主观

创作将山水景色画面进行拆解和组合，从而构建出

内涵丰富、视野开阔的全景式山水油画。 在山水油

画布局中，吴冠中强调写生的实景画面构图，注重对

山水景色真实形式美的展示。
相较于吴冠中的写生式绘画，朱德群更强调对

山水意蕴和精神的表达，追求神似的抽象表现形式，
将记忆中的山水景色与自我情感和山水精神相结

合，将水墨式的国画笔墨表现形式与油画丰富的绘

画色彩相结合，形成色彩浓厚的东方特色山水油

画［８］ 。 虽然朱德群在油画构图上也吸收了郭熙的

“三远”画法，但他更加强调画面的整体和谐美和意

境美。 朱德群在山水油画创作中吸收了中国传统山

水画的构图思想，以传统山水国画的布局和构图方

式展现自然山水景色的朦胧特点和精神，体现出了

浓厚的东方审美情怀。 相较于吴冠中的宛如身临其

境的油画表现形式，朱德群更强调以油画画面展现

山水景色的朦胧之感，强调对山水精神和景色气韵

的展现。
２．笔墨形式与色彩运用上的差异

笔墨手法和线条的应用是绘画创作的重要技

法，吴冠中和朱德群将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点与线

的组合技巧与油画表现形式相结合，形成了带有独

特中国意味的油画笔墨形式，利用点与线、点与面的

虚实结合体现画面与色彩下的山水精神，利用不同

的笔墨表现形式展现山水油画的韵律美［９］ 。 在绘

画创作中，吴冠中更善于用圆点的具体表现形式建

构画作的场景画面，通过以点作画的方式将中国传

统书法和山水画的笔墨意味与西方油画相结合，体
现山水景色下的山水精神。 他通过深浅不一、疏密

有致的圆点，构成油画画面的层次空间，增强画面的

丰富感和灵动感。 丰富的色彩表达是油画视觉表现

的特色，吴冠中在色彩应用上更偏向于采用朴素的

水墨色作为画面主要色调，通过沉静的黑白色调展

现山水景色的幽深重远之意。 吴冠中采用黑白灰为

主色调的传统山水画水墨绘画方式，利用深层的水

墨色增强画面的平稳感，并辅以红、黄等鲜艳色调的

点缀，增强画面的灵动之意。
在笔墨运用上，朱德群与吴冠中均喜欢采用点

的绘画组合，营造不同的山水油画视觉景象，但是朱

德群通常采用大小不同的色块点作为画面构图要

素，通过色块的疏密安排表现山水景色的不同特征。
他通过大小和长短不一的色块增强画面的动感和形

态美，将中国传统书法中的轻重和方圆变化与油画

创作相结合，在山水精神的表现中透露出了极具东

方特色的传统书法意蕴。 在色彩运用上，不同于吴

冠中的水墨色调，朱德群更倾向于采用鲜艳的油画

色彩进行画面铺染，并结合水墨色的背景渲染，营造

出一种混沌融合的绘画美感。
３．作品气韵和意境上的差异

气韵是山水油画创作中山水精神的艺术展示，
中国传统山水画强调气韵生动，通过创作者的不同

展现表达出艺术画作的强大生命力和内在气韵。 气

韵和意境的生动刻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独有特色，
是西方油画所不具备的内在深层表达。 吴冠中和朱

德群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西方文化相结合，利用油

画的表现形式，展现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内在精神特

征，将油画的丰富外在表现形式与中国传统山水画

的内在气韵和意境相结合，在油画表现技巧中融入

对山水精神的气韵和意境把握。 吴冠中强调通过写

生的表现手法，将大自然山水景色的生命力用油画

的形式美展现出来，通过油画的笔墨和色彩组合表

达自然山水的气韵和内在精神。 吴冠中在对山水景

色特点的刻画中，强调对山水精神的主观感受，在山

水特点的真切描画中，融合自身对自然山水背后内

在精神的概括和总结，强调将自身的情感体悟和山

水精神融入在山水油画的形式美感中。
意境是绘画创作中创作者个人情感与绘画形式

的审美结合，山水油画中山水精神的体现就在于不

同绘画技巧和方法下，创作者对山水精神意境的感

悟和转化。 吴冠中在山水油画创作中强调对意境的

探索，他将自然山水的写实形式与自然山水美感相

结合，以山水油画的意境为导向，通过对景色画面的

组合和突破，形成独具个人风格的山水精神意境表

达。 在意境表现上，吴冠中强调山水油画的诗意表

现，通过静态的诗意境界展现中国山水精神的内在

含义。
从山水气韵的表现上看，朱德群借鉴西方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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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色的技巧应用，通过画面中色彩和光影的调和，
展现山水景色的气韵和神采。 朱德群强调山水油画

的抽象表现形式，利用色彩和光影的若有若无展现

山水景色的内在生命力，将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调

和与山水油画的光影变幻相结合，通过明亮与阴暗

的光影变幻增强山水油画画面的生机，增强画面的

视觉冲击力和生命力。 相较于吴冠中的写实绘画，
朱德群更强调对山水景色的自我感悟，通过抽象的

绘画艺术形式表达自身对自然山水法则的体察和想

象，在朦胧和抽象的画面中融合山水精神和自然生

命的律动美。
朱德群强调山水油画创作的诗词意境表现，将

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美与山水油画相结合。 他从中

国传统诗词中汲取创作灵感，将传统诗词的意境之

美融入油画创作的笔墨变化中，利用抽象的西方油

画表现形式，展示中国山水精神和传统诗词中的深

层意境，透露出浓厚的山水诗意之美。 朱德群将西

方油画浪漫奔放的抽象表现形式，与诗意的山水风

景相结合，在固化的绘画规则之外探索自由的山水

意境表现。 与吴冠中的静态诗意美不同，朱德群更

强调利用洒脱的动态笔法表现山水景色的特点，通
过写意的笔触描绘自身对山水精神的感悟，将山水

精神的诗意境界与油画创作相结合。

四、吴冠中与朱德群山水油画创作对
当代油画艺术的启示

　 　 吴冠中和朱德群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融入油画

创作，实现了东方山水意趣与西方绘画艺术的巧妙

融合，开启了融合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油画艺术新

征程。 他们“以中国传统‘山水精神’为根基，借助

西方绘画形式与油画的精湛技巧去表达自己内心感

受” ［４］３８，“用油画作为载体去弘扬中国传统‘山水

精神’，在保持油画特有的视觉张力下创作出一批

具有中国味道的油画作品” ［４］３８。 吴冠中与朱德群

在山水油画创作中的艺术探索对新时代中国油画艺

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１．油画艺术创作需要与自然山水相结合

自然山水景色和精神与绘画创作的有机融合，
是吴冠中和朱德群的共同追求。 他们强调中国传统

山水精神中的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他们以自然山水景色为创作对象，将山水精神融入

艺术创作，强调以自然和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灵感

源泉，追求道法自然，提取自然山水景色作为油画创

作的素材，利用油画的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
吴冠中和朱德群的油画作品都是在他们观察和

体悟自然风光之后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 他们以道

法自然为导向，抓住山水景色背后的深层内涵和精

神追求，将油画艺术创作与精神情感相结合，实现创

作艺术内涵的升华。 山水油画的创作不是对自然景

色的简单直接描绘，而是创作者在对自然景物进行

观察和感悟后，将自然景物与内心情感相融合，实现

油画创作与自然素材的天人合一。 油画艺术的发展

应该建立在创作者的绘画技法和内在精神统一的基

础上，强调客观事物描绘和主观情感处理的平衡，抓
住所描绘对象的本质特征，并通过创作者的艺术渲

染呈现在绘画作品中。
２．油画艺术发展需要交流与融合

中国油画艺术经过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此

过程中，中国油画艺术家不断尝试将西方写实性和

表现性的油画创作方式与中国以写意为主的传统绘

画相结合，在油画艺术语言中不断融入传统文化和

民族色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画体系。 山水油

画是中国写意绘画艺术与西方油画特点相结合的重

要载体，继承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的内涵和本质，吸
纳了传统山水国画的写意表现方式，在传统艺术文

化的根基上引入西方油画艺术的表现技巧和理念，
是中西艺术文化交流的典型实践。 在吴冠中和朱德

群的油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织和

融合。
吴冠中和朱德群在山水油画的创作过程中，将

山水精神融入油画创作，在油画表现形式的基础上，
引入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山水风貌和内在精神，是
中西方文化在油画艺术形式上的融合实践。 在未来

的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中，艺术家应该借鉴吴冠中和

朱德群山水油画创作的思想理念，充分运用西方油

画的绘画技巧，融入中国山水精神和艺术理念，建立

以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为根基的油画体系。
３．油画艺术需要坚持本土化、民族化发展方向

吴冠中和朱德群的山水油画融合了西方油画形

式和中国传统山水精神的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精

神与现代绘画形式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

现代中国油画风格。 他们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神底蕴与油画相结合，推动油画民族化的发展，形
成中国式的油画绘画语言，在中国油画发展和开拓

创新的道路上不断尝试和突破。 他们以深厚的民族

情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感悟进行油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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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提取和改造，融合自身情感和

体悟，实现对中国山水精神的内化吸收和外放创作。
他们在油画创作过程中，以中国传统绘画、书法

等艺术形式和精神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艺术的文

化内涵和思想底蕴，吸纳西方艺术文化的精髓，不断

以时代为背景进行创新和开拓，建立起自己独具特

色的油画风格。 中国油画艺术的未来发展也应该坚

持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道路，在坚持民族文化根基的

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艺术精神。 只有

这样，中国油画艺术才能保持经久不衰的强大生

命力。

结　 语

吴冠中和朱德群在油画艺术创作中，以自然山

水景物为艺术创作对象，将中国传统山水精神与西

方油画形式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山水油

画作品。 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学习经历使得二人的山

水油画在形式、手法和内在气韵等方面存在差异，呈
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但是，他们都将中西文化

融合背景下的中国油画民族化发展作为自己的创作

和探索方向，在中国油画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融合上

存在一致性。 当代中国的油画艺术也应该抓住传统

山水精神的内涵，强调描绘对象外在特质与内在精

神的协调统一，不断融合中西优秀艺术思想和技巧，
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和民族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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