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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美钦，1974年12月生于福建仙游，199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术学系硕士研究生，师从王镛先生学习西方美术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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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书摘1    因而，艺术家逐渐有了对自然对象的整体感，不管这对象是植物、动物或人，也不管它坐
落干屋里，风景中或世界上。
首要结果是对对象产生了更多的空间概念。
    通过对一个对象内部结构的了解。
通过掌握对象并不就如其外表所显示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们超越了对象的外表发现了它的本质。
人们解剖物体，通过剖面了解内在；通过所需截面的数量和类型来掌握事物的特性。
有时我们只需要一把简单的小刀，有时需要较为精良的仪器来进行探究，弄清事物的结构和功能。
此类经验的积累使“我”能够从可视的外表推测内部构成，而且，这种推测常常是出自本能．对这种
可视的物理现象产生的感觉能将对事物的外部印象转变成对内在功能或详细或大概的了解。
这由感觉层面的深浅而定，在这里，解剖学变成了生理学。
    伹是，还有其他能将对象观察得更透彻的研究方式。
这些方式将人引向对对象的拟人化的理解。
并在‘我’和“对象”之间制造一种在视觉基础上的共鸣．此外．还有非视觉性的，实际上的亲密接
触方式，它从下往上进入艺术家的视域；还有看不见的宇宙间的从上而下的交流。
必须注意的是，深入细致的研究会把我们正在谈论的过程集中化和简单化。
为了澄清问题我会加上：下一种方式将人引入静态领域并产生静止不动的形式。
而上面那种方式把人带进一个动态世界。
下一种方式，受地球引力原作用而向下的运动与静态平衡之间存在着矛盾。
这矛盾可用文字描述：站着抵抗所有向下落的可能．渴望撂脱地球的束缚使我们选择了上一种方式；
通过游泳．通过飞行，我们在纯粹的运动中挣脱地球的束缚。
    各种方式通过人眼变成形式，形成外在视象与内在幻象的综合体。
对象的结构就这样形成。
虽然与对象的可视形象完全不一样，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并没有背寓该对象。
    一个学生通过把运用不同研究方式所获得的经验转换到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他在与自’然对象对话
方面的进展。
他想像和思考自然的结果，使他能够树立高度抽象的世界观，建立自由的抽象结构，这些抽象结构超
越图表的意图，获得了一个新的自然——作品的自然。
然后才能说，他创造了一张作品，或参与了作品的创作，而这正是上帝创世的形象描绘．摘自《克利
笔记本卷1——思考的眼睛》，王美钦译。
    朗德·汉姆里斯出版社，1961年，第63—67页。
三论艺术与抽象    抽象。
    有谁听过这流派是不具悲怆性的冷静的浪漫主义呢?    这世界愈恐怖(例如今日的情景)的话，我们的
艺术便愈抽象，乒之一个快乐的世界产生了此时此地的这种艺术。
    今日是从昨日过渡来的。
在形象的大采掘场里，躺着我们犹然紧抓不放的尸些碎屑片断。
它们提供抽象化的原料，是一处冒牌贷豪积的破烂堆，用这些冒牌货创造出不纯粹的水晶球。
  那就是今日的情形。
  而此时完整的水晶球一度受伤流血。
我想我快死了。
战争与死亡。
可是我怎能死?我是完整的水晶球怎能死。
  我即水晶球。
  这场战争早在我内心进行着．所以外表上我与它不发生什么关系。
    为了走出我的废墟。
我必须飞。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克利论艺>>

我的确飞了。
惟有在回忆中我才停留子这个倾颓的世界。
像你偶尔回顾过去时的情形一样。
  因此，我的抽象夹杂回忆。
       作为一个抽象画家并不意味着随意提取自然发生的机会出来，进行比较，恰恰相反，是从自然中
提取净化纯粹的绘画关系。
适合用来做比较的例子：        用什么来表现一个女人、一只猫、一朵花、一个蛋或一个立方体。
    纯粹的绘画关系：亮与暗、色彩的明暗、色与色，长与短、宽与窄、细与粗，左与右，上与下、前
与后，圆与方，三角形。
        考虑到“抽象”这个问题，对方向感的处理至关重要。
如果你把黄色放在前头而把蓝色放置后头，那么，这就是抽象。
    但是。
假如你用光照的方式从前面或后面加以强调或弱化。
那么，这就是具象的．根据这束光线照向画面的角度，它能产生前进或后退的感觉，通过画面以外的
光源，你可以模仿一个立体物。
    这是改造平面的最好办法。
        这种具象圃法会给人一种实物的幻象(不管自然中是否有此物)。
这种幻象有时会极为别扭，例如，当圃面上的光线来自左边。
而实际上的窗户却开在右边时。
    评价这样一幅画的关键点不在千它是否把狗、猫等或别的事实上不存在的“无”再现出来，而是它
是否运用了绘画的方式进行表现。
    纯粹是一个抽象王国，纯粹悬画南上各绘画元素之间的分寓独立。
从外界来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披增加上去。
但是，如果在圖面上用绘画方式创造出诸如“描狗”这样的新奇事物。
就可以不顾及绘圖元素之间的纯粹独立性。
这是许可的。
    因此，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如果纯粹用绘圖元素来表现外界的猫或狗。
这无可厚非。
读责备的是随便的标新立异。
在绘圖元素用最为纯粹的地方，共前后会出现的效果是：a，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b、可值得考虑的
问题；c，可允许的。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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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2O世纪是世界美术的转折时代，是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
    为了从理论上扼要勾画美术思潮的百年轨迹，我们拟主编两套丛书：《2O世纪中国大师画论书系》
、《2O世纪外国大师论艺书系》。
    这样，横看是大师画论精萃，纵观是百年思潮简史，是对美术理论由点到线的大笔梳理。
    《2O世纪中国大师画论书系》已于1999年出版，这套《2O世纪外国大师论艺书系》便是它的配套书
系，由于其中收录的大师言论超出了绘画的范畴，故改“画论”为“论艺”。
    外国艺术，特别是肇自希腊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古典艺术，经过长达五百年的历程，
已经完成了一套成熟的写实体系，面临着观念和形态的突破和新变。
但是这种变革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古典体系中早已孕育着现代的萌芽。
    ——乔尔乔内开创了16世纪的威尼斯画派，实现了绘画由人物到风景、由叙事剑抒情的转变，为19
世纪马奈的光色探索打下了基础。
    ——卡拉瓦乔推动了l7世纪的启蒙潮流，实现了绘画由风景到景物、由内容到形式的转变。
为2O世纪塞尚的形式探索开拓了道路。
    ——马奈、莫奈创立了印象派，从风景画的创作中推进了光色变化的描写方法，使后来的西方画派
得以从题材和主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塞尚是绘画形式因素的发现者，完成了色彩造型、艺术变形、几何程式的研究，使西方绘画同
模仿实物的成规戛然决裂。
    康定斯基把现代艺术的灵感源泉概括为三种：一是外在世界的直接印象，由此涌出了1910年前的印
象派绘画；二是内在感情世界的非理性自发表现，由此涌出了1910-1921年的表现主义抽象；三是对内
在精神世界的理性加工，由此涌出1921年后的结构主义抽象。
2O世纪的西方美术，打破了古典写实传统，裂变为纷纭多姿的现代艺术流派，大大拓宽了艺术的视觉
灵感源泉，进入多元共生的艺术新天地。
    我们的老师，著名西方美术史专家吴甲丰，则以艺术形式的演变为标准，概括地把注重形式探索的
现代流派称为“正统的现代主义”；把赋予形式以表现或观念内容的现代流派称为“非正统的现代主
义”。
后者实际上已经孕育着后现代艺术的萌芽。
    本书系依照由正统到非正统，亦即由外在印象到内在表现的大体脉络，收录了在2O世纪世界美术史
上有重要地位的12位大师的艺术语萃。
    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的领袖。
他指出，野兽派的出发点是重新寻得手段的纯洁性和表现内心幻象的可能性。
他的灵感常常来自东方艺术。
他虽然爱用纯色平涂，色彩鲜艳，但并不“野兽”般刺激，他梦想的是一种平衡、纯洁、宁静、不含
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丧的题材的_艺术，它像一种镇定剂，或者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
    毕加索(Pab]o Picasso，1881-1973)，生于西班牙、卒于法国、立体派的领袖。
共创作种类丰富而风格多变，经历了“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立体主义时期”，是20世纪
最有影响的艺术家。
他认为，自然和艺术是两种多变而有区别的东西。
它们永远不能成为同一的东西。
艺术不是真理。
艺术是一种谎言，它教导我们去理解真理。
立体派主要是描绘形式的一种艺术，当形式实现后，艺术便在形式中生存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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