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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回归自然 启迪现代
解读“克拉克艺术馆藏法国绘画精品展”

! 上海博物馆馆长 陈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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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诺阿!读书的莫奈夫人"

" 史蒂文斯!蓝裙子"" 波蒂尼!做钩针的女子" " 博纳尔!女子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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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格罗!坐姿裸女"

" 德加!教室中的舞者"

" 毕沙罗!蓬图瓦兹附近的瓦兹河"

穿透历史的巴比松艺术与
印象派哲理

美国克拉克艺术馆是西方著名的艺术博物
馆，展品涵盖文艺复兴至 !"世纪初欧美绘画、雕
塑和装饰艺术品等，其中尤以绘画收藏见长。本
次展览的 #$幅作品涵盖了当时多个绘画流派。
此次展览由“追逐光与色”、“传统与创新”和“%&

世纪法国的日常生活”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追
逐光与色”，以广大中国观众熟悉的巴比松派和
印象派的风景画起始，观赏者可以直面法国巴比
松派的领军人物卢梭、柯罗、米勒等画家的经典
作品，以及印象派大师莫奈、毕沙罗、雷诺阿等人
的风景写生画。在展览的第二部分“传统与创
新”，曾在官方沙龙中绽放异彩的学院派画作在
这里与落选者沙龙中的印象派典型作品共聚一
堂，让大家一掠 %&世纪中、后期法国画坛的真实
面貌。最后，观众们将在第三部分与生活在 %&世
纪不同阶层的人物见面，目睹他们的日常生活、
娱乐活动以及时尚风潮。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
进，欧洲绘画艺术也以前所未有的更迭速度迅速
展开：%&世纪，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绘画艺术，先
后经历了新古典主义（约 %#'"(%'%"年）、浪漫主
义（约 %'%"(%'$" 年）、现实主义（约 %'$"(%'#"

年）、印象主义（约 %'#"(%'') 年）、新印象主义
（约 %''"(%&&"年）和后印象主义（约 %'#'(!"世
纪初）等几个主要的艺术思潮。其中，巴比松画派
和印象派是占据 %&世纪中、后期的两个重要的
艺术流派，无疑肩负着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整
个 %& 世纪的这种艺术思潮短期快速的更迭现
象、绘画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对古典美术的终结与
现代绘画的启迪，无不彰显了工业革命对艺术发
展的影响力，同时也深刻反映了艺术新潮对社会
文明发展的震撼力。
巴比松画派是 %&世纪 $"年代在法国兴起

的一个画派，亦称“枫丹白露画派”。其名来自
巴黎南郊枫丹白露森林入口处一个村庄巴比
松。%&世纪 $"!*"年代，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王
朝复辟和后来的 %'$"年巴黎七月革命，多变的
政治起伏、工业大都市建设的节奏快速化、生产
技术的多样化和商业经贸的货币化，使整个社
会变得越来越浮躁、虚伪和唯利。越来越多的艺
术家在不断揭露工业资本家丑陋本性的同时，
普遍希望在精神上寻求一片能洁净心灵的伊甸
园。一批不满七月王朝统治和学院派绘画的画

家，陆续来到巴黎近郊的风景优美的巴比松定
居作画，并形成画派。他们活动于 %'$" 年至
%''"年间。该派从浪漫主义派生出自然主义创
作态度，一方面反对浪漫主义过于夸张的感情
和肤浅的生动性，另一方面以“自然”的风景反
抗古典主义做作的“历史”风景。他们拉开了与
工业都市的距离，远离政治中心，在汲取荷兰与
英国风景画营养的基础上，提出“面对自然，对
景写生”的口号。他们厌倦都市活动，信奉“回归
自然”。该派画家崇尚在自然中寻找单纯普遍的
景色，如田野、森林、河岸等。

印象主义兴起于 %&世纪 )"年代，盛行于
#"、'"年代。印象主义是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唯
美主义与自然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
和艺术流派。主要表现在绘画上，反对学院派的
保守，主张到大自然中去写生，直接获取光与色
的无穷变化以作艺术表现，追求光色变化中表现
对象的整体感和气氛的创作方法，主张根据太阳
光谱所呈现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相去反映
自然界的瞬间印象。印象派乃至后印象派是工业
革命直接催生出来的一股艺术思潮，也是人类将
艺术与科技相互融合的一种全新的成果，其结果
就是终结了古典绘画美学的核心观念，并启迪了
现代绘画的前卫理念。

回归自然———巴比松大师
绘画实践的文化追求

巴比松画派最主要的绘画理论是摒弃学院
派在室内画自然风景的传统，在绘画理念上提出
“面对现实写生”的口号，主张画家直接到户外先
进行自然风景的写生，然后在写生稿的基础上进
行风景画的创作；在绘画风格上，他们受 %#世纪
荷兰风景画精细写实和英国风景画对景写生及
其流畅明快画风的影响，做到真实写生而不完全
临摹；在绘画意境上，他们强调以画家各自的真

实感受去探索和描绘自然环境内在的生命力，从
而出现了学院派“历史风景画”所无法企及的将
带有情感的人物融入风景的“风景人物画”，恰似
中国同时代清中期由“四王”流衍出来的娄东派、
虞山派等的山水意境画。正是这种用心去感受自
然，描绘自然环境，表现自然风景与人物有机互
动的现实风格，一改巴洛克、洛可可艺术的虚浮，
展现了巴比松画派的精髓，不仅迎合了 %&世纪
初期势如破竹的现实主义思潮，也成为艺术史上
写实主义的中坚，甚至对后来印象派的崛起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西奥多·卢梭是巴比松画派的领军人物。此
次展出的《郎德省的农场》是卢梭中、晚年的力
作，是他对波尔多以南自然景色进行写生后回巴
比松历时二十多年辛勤创作的。画面描绘了被画
家比喻为“伊甸园”的一片农家庭院的自然风貌。
蓝天白云下的农家庭院宁静而有生机：坐落在森
林边缘的小院在日落余晖之下，修车的农夫、玩
耍的小孩、喂牛和晾衣的女子、闲步的小鸭和蹲
坐的黑狗构成生命的主体；院前被砍伐掉的树根
区域形成开阔的前景，与后面茂密的树林错落有
致；右上方湛蓝的天空给人无限遐想，与工业大
都市的喧嚣窒息有着天壤之别。作品以动情的方
式抒发了卢梭对乡村生活和纯朴自然一如既往
的热爱。当时，照相技术开始普及，正当其他画家
筹措加快绘画速度之时，卢梭却费时二十多年不
断修改和完善这幅画，%'-&年这幅画在沙龙展出
时被认为是一件重要的实验性作品。

卡米耶·柯罗是巴比松画派的中坚人物。此
次展出的他的作品以风景画和人物画为主：《罗
马圣天使堡》、《露易丝·阿尔迪安》、《伯约明群岛
的浴女》和《柳树林中的洗衣女》等。除了《露易
丝·阿尔迪安》是以人物画为主之外，其他作品均
是风景画。在《罗马圣天使堡》中，拱桥、圣彼得大
教堂的穹顶和圣天使堡横向排列，前端描绘的是
普通船夫的生活情景，在整体风格上依然留有学

院派风景画的传统基因：古典式的标志性建筑、
晦暗平均的色彩与构图、精谨宏伟的神话风景
等。《伯约明群岛的浴女》体现了画家诗意朦胧的
晚期风格。画面的主体是水中逆光而立的一株参
天大树，隐喻场景的密闭性和私密感。右侧的山
石和左侧草木繁茂的堤岸增强了这种隐秘的气
氛。叶缝间透下柔和的阳光，静谧和谐，波光粼
粼，宛如在仙境之中。

现在的巴比松已经成为众多画廊的聚集地，
不少著名画家居住过的房屋被保留至今，其中保
留最完整的当数米勒的故居了。米勒的主要题材
依然是反映朴实的农民生活及其农村风情。此次
来展的米勒作品的有《指导编织》和《牧羊女：巴
比松平原》，两者都是反映农家妇女编织的生活
情景，一幅是成年妇女在室内指导小女孩，一幅
是户外放羊女让一侧的小黑犬代为看管着羊群，
自己则专心编织着手中的棕色袜子。《指导编织》
中的成年女性神态安详，目光专注，小女孩学习
织袜，认真可爱。作品中屋顶横梁，房内铺砖，后
墙挂橱，门上插匙，柜上有壶，旁有衣物，白猫自
乐，阳光柔和，气氛安康，农家勤朴。《牧羊女：巴
比松平原》刻画了画家钟爱创作的单独的牧羊
女，羊群安和，黑犬尽职，女子朴实，编袜专情，画
面亲切，情意感人。

启迪现代———印象派画家
崇尚科学的美学哲理

印象主义最明显的美学哲理是，力图客观地
描绘视觉现实中的瞬息片刻，从而使绘画艺术与
新兴的照相技术得以各取所长。他们对光学进行
了解、探索并应用于艺术实践。正是这种对新科
学积极探索的历程，使印象派绘画开始反对一切
传统的绘画理论，从而告别了西方漫长的古典美
学。此次来展的印象派著名画家有马奈、莫奈、西
斯莱、毕沙罗、德加、雷诺阿和波蒂尼、莫里索等。

法国画家、版画家马奈是司法部官员之子，
%'-"年师从古典派画家库图尔，%'-)年建立画
室。他在创作题材上开创了从现实生活和风光
中取材的先河，提出绘画不一定要有主题的美
学理论，强调绘画的色块安排要超出或高于描
绘作用。%&世纪 )"年代后期，马奈的作品更加
注意色调的关系以及光度和气氛的复杂关系。
此次来展的马奈的作品有《瓶中的百叶蔷薇》，
画中色调较灰，小幅尺寸和静物画似乎显示了
作者晚年病痛缠身的不佳状况。在这幅作品中，
马奈成功地表现出光线透过曲面玻璃后产生的
折射和桌上沙漏状花瓶的沉重感。花束看似被
随意地插入花瓶，却充分表现出画家精湛的艺
术技巧。这种自然和随性给观赏者直观的感受。
对称的画面依赖略微左倾的花瓶而打破，营造
了一种微妙的动感，“静物不静”，动中有静。作
品闪烁着蔷薇花的鲜丽，仿佛传递着马奈勇于
与病魔奋斗的精神。

莫奈是印象主义绘画运动的发起人、领导者
和坚定不移的鼓吹者。%'#*年莫奈展出《印象：日
出》之后，批评家以“印象主义者的展览会”为题
在报上评论这一运动，印象派和印象主义因而得
名。此次来展的他的作品有《溪中鹅》、《象鼻山峭
壁》、《莱顿附近萨森海姆的郁金香花田》和《吉维
尼的春天》等。《溪中鹅》创作于 %'#*年首届印象
派集体画展的数月间，用色明亮，色彩厚涂，秋叶
橙黄，波光泛蓝，远处农舍白墙，母子走向大门，
近景鹅群簇集，水岸边界模糊，两侧树木高大，作
品风格新锐。《象鼻山峭壁》表现由峭壁和弯拱构
成的“阿瓦石门”，峭壁凹凸起伏，象鼻置于阴暗，
晨曦点亮柱顶，倒影闪烁波光。曾目睹莫奈在象
鼻山写生的作家居伊·德·莫泊桑是这样描写的：
“他站在景物前，等待着、观察着光影的变化，寥
寥几笔便捕捉到了投射的日光和飘过的浮云
……我看见他抓住了白色悬崖上的那束亮光。”
《莱顿附近萨森海姆的郁金香花田》用红黄白塑

造盛放的郁金香花色，以绿紫描绘叶子，厚涂法
凸显空间感，随风摆荡的视觉肌理在“印象”中生
成。《吉维尼的春天》松动了画面的焦点，削弱了
空间纵深理念，远处的房屋被掩映于前方的树木
和画家规整的笔触之中，作品强调了外在色彩与
内在肌理的“印象派”演绎。

西斯莱的绘画艺术无疑属于印象主义，但他
对风景画的执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尊敬的
柯罗、库尔贝，以及巴比松画家等印象派以前画
家的影响。与莫奈后期的知名度相比，西斯莱似
乎是未被世间认识的印象主义者，经济上的穷困
始终伴随着他的晚年，不善交际的他逐步远离其
他印象派画家过起隐居般的生活。同样，与莫奈
豪放强烈的绘画风格相比，西斯莱的艺术更多的
是给人一种祥和、平静和传统的经典气息。此次
来展的他的作品有 *幅：《汉普顿宫旁的泰晤士
河》、《篮中的苹果与葡萄》、《毕镇的塞纳河畔》和
《莫雷雪景.卢瓦河畔的磨坊》。除了《篮中的苹果
与葡萄》是静物画外，其它三幅均为西斯莱最擅
长的风景画，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不同于莫奈的
绘画哲理：一是以静取胜，《汉普顿宫旁的泰晤士
河》描绘了一段在夏日阳光下优美而宁静的泰晤
士河，平稳又富有对比性的左右构图与水天浑然
一色的上下布局，在和谐的气氛中追求微妙的动
感，大树屹立，白云舒卷，华丽砖房隔岸设置，帆
船白鹅依水而行，与莫奈强调动感的光影跃动相
比，作品如同他的性格而更显安静谨慎。二是韵
律十足，《毕镇的塞纳河畔》是他不惑之年后的作
品，画面中小径富有变化，蓝衣女子从容走来，天
空蓝灰渐变，土地黄绿紫灰，深色粉绿润饰，由大
及小渐次刻画，这件“受控的即兴作品”对光线、
色彩和大气的变化掌控自如，典型的河道、小路
与斜坡的组合，形成富有节奏感和层次感的空间
纵深构图，与莫奈大节奏快跳跃相比，树干与草
丛的韵律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草丛中精
准细腻的各种笔触显得生气勃发和韵味异常。三

是和而不同，《莫雷雪景.卢瓦河畔的磨坊》是他后
期的经典力作，下段的河水、中段的积雪、上段的
云天，三者虽然主色调基本是蓝色和白色，但细
小的笔致描绘出不同的效果，与莫奈在雪景中突
出霓彩色系相比，整体色调和谐雅致，局部描写
却丰富多彩。《莫雷雪景：卢瓦河畔的磨坊》画得
大气浑然，水面倒影和茫茫蓝天之下的远岸画得
尤其出彩，“湿画法”使画面显得别具一格，多变
的笔法使画面趋于“和而不同”。此画对寒冷孤寂
的描绘令人印象深刻，画家用笔细腻而感性，彰
显了画家卓越的绘画技艺。

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是犹太富商之子。
%!岁赴巴黎求学，很早就对美术发生兴趣，-年
后，回西印度群岛随父经商，开始作素描。%'--

年回法国，开始画人像和农村风景，对大自然能
作精细的观察。后师从柯罗，也倾慕米勒和库尔
贝的作品。%&世纪 )" 年代曾与青年画家雷诺
阿和莫奈一起作画。他一生作画 %)""余幅，此
次来展的他的作品有 # 幅：《雨中路》、《卢浮西
耶纳：通向凡尔赛的道路》、《蓬图瓦兹附近的瓦
兹河》等。《雨中路》和《卢浮西耶纳：通向凡尔
赛的道路》是他 %'#"年的作品。《雨中路》描绘
的是雨天里的光色关系，路面潮湿，在黯淡的光
线下散发微光，倒映着各色景物，芳草湿润，下
笔洒脱，艺术地捕捉到雨天“环境氛围的瞬时变
化”。《卢浮西耶纳：通向凡尔赛的道路》描绘了
蓝天白云下的积着薄雪的乡间道路，林荫道曲
折宽阔，通过透视引向纵深，马车和农夫取道前
行，增添了人文气息，日光斜射在卵石路上，墙
体与房屋土坯在光影中斑驳有致。画面中的气
氛凝滞、树枝硬朗和道路质朴，栩栩如生地展现
了画家的不屈性格———在贫穷时的坚韧、对待
生活的恬淡和面对困难时的冷静。《蓬图瓦兹附
近的瓦兹河》画得十分空灵，作品中洋溢着夏天
的盛情。浮云掠动，薄霭暖融，几何形屋顶硬
朗，水面上侧影朦胧，“传递出光线的瞬间变幻

给画家带来的愉悦感受”。
法国画家德加，被誉为表现动态人物的绘

画大师。他使用多种方式作画，油画、色粉画、素
描等都非常知名。此次来展的他的作品有 *幅：
《自画像》、《男子肖像》、《教室中的舞者》和《比
赛之前》。《自画像》的构图十分饱满。在作品
中，画家侧身注视观众的眼神、合拢的嘴角和橙
色的围巾无不凸显出他贵族后代的气息、受过
良好教育的屐痕和孤独寡言的灵魂。《教室中的
舞者》是德加特殊尺幅系列中的一件，宽度逾高
度两倍的作品呈狭长的水平构图，表现了芭蕾
舞者在宽敞的练功房内排练或休憩的情景。画
中舞者姿态和神情各异，舞裙、腰带和彩扇把画
面色彩挑亮，空间切割简明而有变化，画作横楣
式的宽构图和高处俯瞰的视角可能是受到日本
套色版画的启发。
雷诺阿是法国印象画派的先驱。他的早期作

品是典型的印象主义的真实写照，充满了闪烁的
色彩和光线。此次来展的他的作品最多，有 !!

幅，《自画像》、《少女肖像》、《读书的莫奈夫人》、
《做钩针编织的女孩》等，其中人物画 %-幅、风景
画 *幅、静物画 $幅。《自画像》描绘了雷诺阿 $-

岁左右时的样貌，精致的着装和蓬乱的脸须、警
觉的表情反差巨大，挺括的蓝条纹衣领和蓝色领
结凸显帅气，人物偏离的目光和充满肌理感的明
亮脸部衬托出无畏的表情，用笔温婉柔和，带有
实验性质。《少女肖像》以薄涂笔法间杂色彩浓烈
的点染，围巾、帽子丰富的蓝色与细腻的肤色形
成对比，金棕色的头发呈蓝红绿橙黄各色，双目
深蓝，唇透红润，少女一手轻柔地抓握围巾，一手
的手指提至嘴边，神态期盼，略显拘谨。《读书的
莫奈夫人》描绘了卡米耶·莫奈读书的整体形象，
人物形象温顺贤良、安静谦逊，身穿蓝色土耳其
袍，点描用笔，构图大胆，肌理感十足，画面富有
生机。在《剧院包厢》中，左侧女子身着长款黑色
礼服，笑容甜美，侧身少女着装简朴，羞涩扭头，
手持乐谱鲜花，陷于沉思之中。在雷诺阿众多表
现剧院包厢高贵人物的作品中，这幅是最后、也
称得上是难度最高的一件。《盘中的苹果》整体冷
暖色交织、相互映衬，富于变化，反映了雷诺阿正
试图从静物画入手开展新的尝试。

上海这座海派艺术诞生的城市，曾经多次迎
来巴比松画派和印象派展览，每次都能引起观众
的轰动，这是因为巴比松画派向往“回归自然”，
而印象派艺术是追求光影变幻的艺术，是平衡理
性与感性的艺术，是揭示人心灵魂的艺术，亦是
“启迪现代”的艺术。

2013年 9月 19日至 12月 1日，上海博物馆迎来了“从巴比松到印象
派：克拉克艺术馆藏法国绘画精品展”。这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与克拉克艺术
馆筹备三年联合打造。所有 73件展品均来自克拉克夫妇的毕生收藏，由
1955年克拉克亲自筹划建立的克拉克艺术馆保管至今。配套的“斯特林·克
拉克在中国：1908-1909”展览在另一展厅同步展出，向广大观众介绍克拉克
先生的生平与他在中国西北的科学考察之旅。

B9责任编辑∶丹长江 视觉设计∶戚黎明

2013年10月12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