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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旨在通过分析阿历克斯·卡茨(Alex Katz，b 1927)作品风格是如何对

我产生影响的及其从我自身出发，结合自己所处的环境，从作品主题的由来、平面化的作画方式、

草图、构图、色彩、笔触来探讨我作品的形成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我未来在艺术语言探索的各种

可能性。文章第一部分大致介绍卡茨绘画风格的特点及其为什么要选择卡茨做为我学习的对象；第

二部分通过分析我的作品《海东》系列和《夜》系列，探讨卡茨对我的影响及其构成我作品的诸多

要素；第三部分以日常化的生活经验作为未来艺术探索的出发点来论证日常经验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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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是卡茨？

（一）平面化作画方式的由来及其对我的影响
1943 年之后，抽象表现主义成为了艺术界、美术教育界的主流。1946 年，卡茨(Alex Katz，b.1927)

进入了库珀学院的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校期间库珀学院让卡茨了解到了现代艺术世界的发展。抽

象表现主义的主流地位对卡茨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自己也承认要是没有抽象绘画，他是不可能画出

现在这些作品的。从卡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

到色域绘画中大面积的平涂色块对卡茨绘画

风格的影响①。可以说抽象表现主义对卡茨最

终风格的出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认为任

何伟大艺术语言形成所需的营养绝对不是单

一的，而是艺术家将自己艺术语言上所做出的

努力在恰当的时候整合在一个和谐的、统一的

体系之中。虽然这是简单地一句话，但要落实

到画面上是困难且复杂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

候真的就只是面对自己，所有的难题、阻碍都

得自己承担。这是每个创作者都要面临的问题。

所以艺术既简单又复杂。1949 年到 1950 年，

卡茨进入缅因州斯考希根油画雕塑学校学习绘

画，他充分感受到了户外写生的愉悦，这为他执着的描绘人物、风景、花卉静物做了铺垫。②卡茨

的全部作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风格在 50 年代就已经形成。这种风格结合了色域

绘画的平面性特征与现实主义绘画强调的“真实性”。 （图 1）卡茨的艺术源泉来自于日常生活，

并一直在探讨现实生活同艺术之间的关系。从卡茨的作品里我可以看到人作为个体活在世界上的状

态是什么样的:有满足、有不安、有质疑、有困惑。我想，艺术家的创作与生活是并驾齐驱的，关键

是艺术家有没有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并从中吸取营养。我认为卡茨的作品具有治愈的作用，能让人

看到世间美好的一面，虽然这种美好是带有片面性的，但恰好就是在这种片面性中我们可以不断认

识自我、认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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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了平面化的作画方式是因为

2016 年，我将自我认识的模糊与困惑以一

种强烈的、偏表现主义的作画方式介入到

自己的创作中，我在这批画中不断地对自

我精神世界进行探索。一方面成果是显著

的，这批画使我我认识到了真实的自己，

但另一方面对我精神状况也是一种侵蚀与

摧残，那段时间我患上了紧张性头痛，我

在创作开始之前必须把自己逼到一个特殊

的状态里，这样我才能画画。16 年寒假，

我带着病痛回到生活了 20 多年的大理，在

家的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像往常一样去洱

海边走走看看，观察洱海水随着时间流逝

的各种变化。我特别喜欢没风时平静的洱

海，给我一种很辽阔很深远的感受。我觉得

这种状态特别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Alessandro Baricco，b.1954）的小说《一

个人消失在世上》里的主人公贾斯伯·格温

(Bogewen Gias)。回到家以后，我将这种感

受沉淀下来，想以一种恰当的手法将洱海表

现出来，我顿时想到了卡茨作品中的平面化

特征。我作画的时间分为白天和晚上，晚上

是我作画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我将我的目

光放到了窗外的夜景，夜晚是神秘的、混沌

的，同时也是干净的，夜晚将白天的喧嚣与

杂质过滤得干干净净，颜色在路灯的照射下

显得十分纯粹，家家户户的窗子像夜晚的眼

睛一样明亮，窗子里的灯光有冷有暖，构成

感和节奏感特别入画。所以春节过后也就是

到了 2017 年，我就着手开始了《海东》（图

2）系列和《夜系列》（图 3）的创作，这两

个系列的创作过程同样也是我的自愈过程。我认为艺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省型的艺术，追求一种

内在精神状态并力图寻找一种外在的途径将其表达出来，像苏丁、莫迪里阿尼、梵高就是这一类艺

术家，一方面我看到这一类艺术家将精神的力量持续的注入到作品中并产生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场，

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这类艺术家脆弱的一面，持续化的精神折磨也在侵蚀艺术家令艺术家处于精

神崩溃的边缘，他们把自己逼到精神临界点并将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点迸发出来。虽然他们的生命

是短暂的，但他们却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跨越的一笔。另一类艺术家追求的外在的具体形态，试

图对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映，这个过程是外化的，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艺术就只是追求视觉

的愉悦而不注重思考，这里面同样涉及到艺术家如何将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人们普遍的精神面貌

通过画笔表达出来。从大一到大四阶段，我尝试了写实、表现性绘画及其现在正在推进的具有平面

化倾向的绘画，我认为正是由于不同艺术风格需要不同的心理状态去支撑，所以我现在越发的觉得

我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

图 2

图 3



（二）卡茨《海洋下午》对我的启发
卡茨的作品《海洋下午》

（图 4）对我《海东》系列的创

作有着直接的影响，整幅画面以

大面积的平涂色块为主，天空的

色块占据了画面大部分的位置

形成了一种接近仰视的感受，天

上云朵之间的大小、节奏、面积

为画面增添了活力，特别是山峦

的起伏跟海东比较低平的地貌

形成了呼应。画面中海水虽然是

大面积的平涂，但里面有非常自然的笔触变化，画面中大大小小的船只为画面非常丰富的构成关系

与节奏变化，为整幅画增添了非常精致的东西。卡茨《海洋下午》里的一切包括空气的湿度、阳光

都与洱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一种天然的呼应关系。所以正是由于卡茨的影响，为我的《海东》

系列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撑。

二、画面的形成因素—以《海东》系列和《夜》系列为例

（一）主题—关于洱海和夜晚的艺术
主题是我现阶段所关注的很重要的问

题，之前的作品不太涉及到主题所以作品最

终呈现的面貌是松散和无序的。主题能让一

个核心的问题例如“海东”这一词汇本身所

涉及到的关于语言的秩序性整合在一个封

闭的体系之中并在这个框架内不断发展，这

就是主题的力量。主题的出现能让艺术有一

个持续推进的力，例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

目标，就是将《海东》系列画够 30 张。我

相信，量变一定能够产生质变。海东系列在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轻松的，因为我借用

了卡茨的方法再加上洱海是我非常熟悉的

对象，所以上手是很快的。但在海东系列推

进到第七张的时候我的状态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

化。（图 5）在创作的过程中我遇到了阻滞，就是

我一直在力图使下一张画区别于上一张画，但这种

变化是微弱的以至于我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冲动。后

来我发现我一直在不停地重复同一种构图、同一种

角度，直到《海东#8》的出现，这种搁浅的状态才

得以突破。（图 6）正是由于主题的力量使我在大

的创作背景下对绘画语言进行持续的推进并在这

个过程中体会到创作时候的顺畅、阻碍、停滞、反

思和突破，同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断修炼、断

磨练心智的过程。反而《夜》系列一开始的推进是

艰难的，虽然在同一主题框架之中，但我面临了思

维转换的问题，我很难将白天画画的思维转变过来，

夜晚画画不同于白天画画因为夜晚已经帮我把构

图的问题大致解决了：大面积的阴影将不重要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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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隐没在黑暗之中并将重要物象的颜色通过灯光的概括了出来。我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这种太为直观

的感受所以一开始的推进比较艰难，但我慢慢接受并适应了这种状态之后，后面的推进是顺畅的。

与此同时，在绘画语言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我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主张：“我只画我看到的和感

受到的事物，以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看方式来呈现平凡的、可感知的事物，哪怕作品中呈现出一种追

求视觉愉悦的倾向。每张作品都是特定场合特定时间特定心理状态的呈现。我的作品压缩了叙事与

情绪，以一种平面化的语言方式对片段化的客观事物进行描绘并追求一种“凝固的现在” 。”在卡

茨的艺术中，主题的力量同样也是巨大的，他必须把自己创作的范围压缩到特定的肖像和风景里。

（二）草图—想法初始
草图是创作萌发阶段思维的建立过程。一方面，

草图描绘了我创作思路的大致轮廓，形成画面的因

素在这一阶段得以确立。在草图里我会考虑画面的

黑白灰关系、画面要突出的东西及其很重要的构图

关系。另一方面，草图当中包含的不确定性为大画

的绘制提供了空间，保留了一些可能性的探索。草

图对于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作画过程的第一

步。卡茨在作画之前会花很长的时间来观察他所画

的对象，他在画大画之前首先会画一张速写，然后

用削得很尖的铅笔提炼他所需要的对象，例如光影。

然后在一个有限的画纸上不断探索不断延续画面

上的各种可能性，使得最后的大画形成一种震撼的

效果，卡茨的素描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图 7）所以

艺术包含了技艺与制作的成分在里面，这是传统，

需要我们继承下去。在绘制草图的时候，我会凭直

觉确定草图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我会画到自己满意为止，

但大部分的草图都是已经想好了才动笔的。《夜》系列的

草图占据了大部分，因为都是写生，所以我习惯于在写生

开始之前画一些草图出来，在画的时候我很享受描绘房子

之间的构成关系，觉得很美。（图 8）（图 9）《海东》系列

的草图相对要少一些，因为构思在拍照的时候就已经确立。

（三）构图—作画伊始
构图作为作为我大尺幅绘画迈出的第一步，对后续

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好的构图能将画面的视重

心摆在恰当的位置并形成一种特殊场域统领着整个画面。

在《海东》系列中，我力求以简洁的构图方式体现出洱

海的辽阔与深远，在构图的过程中，我经常采用将画面

的主体放在偏右下角位置的方式，但是这个位置有时很

不好确定，因为要使画面平衡得以保持的同时必须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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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物体上下左右的关系变化。在构图的时候，我还要考虑色块

之间的构成关系、大小、云彩在画面中的位置以及水平面和天

空之间的关系。（图 10）在《夜》系列中，构图的过程是十分

有趣的，我会将观察到的景象进行筛选、重构，重新组织新的

画面构成关系。例如：我会把画面里的路灯安排到符合我视觉

平衡的位置或者把建筑物原有的节奏关系打破。在这个过程中

我体会到了创造的快感，画面中的一切任由我自己支配，整个

过程有种类似于搭积木的感受。（图 11）

（四）色彩—感受的抒发
用色是一个非常个人化与主观化的领域，不应

该完全从规律与理论的角度进行阐释。当艺术家在

混合颜料与并置颜料时要考虑它们之间是怎样互

相影响的以及颜色是如何来重现外形、视角和情绪，

哪几种颜色的混合能产生怎样的视觉效果以及这

些视觉效果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影响，并且还要考虑

如何在情绪的作用下将色彩的魅力释放出来。虽然

我的作品压缩了叙事与情绪，但在画面色彩的表达

中依然保留了情绪的成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听很

多凯斯·杰瑞特（Keith Jarrett, b.1945）的曲子，我

非常喜欢凯斯·杰瑞特音乐里即兴的成分，这种带

有强烈情绪的表达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十分吸引我。

正是在音乐的刺激下我慢慢地进入了作画的状态。

（图 12）在作画的过程中，我努力的回想洱海空气

中的湿度、风吹过皮肤时的感受、声音及其洱海清

丽的颜色变化并在感受与情绪的驱动下，洱海特有

的洁净的颜色变化在作画的过程中被表达出来。洱

海的色彩是一种蓝中带绿的颜色，有了绿色的成分

是因为近年来洱海有着不同程度的水质污染，这与

我小时候看到的洱海不太一样。我相信，洱海的水质只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差，我能做的就是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将我现阶段所看到的美丽的洱海通过画笔

表达出来。这一点，也是卡茨教会我的。卡茨作品里的

艾达有一种永恒的美，我相信只有美好的心灵才会造就

纯粹的艺术，平面化的色彩倾向同样也是对心灵的呼应

（图 13）《夜》系列当中色彩的表达是偏表现主义的，

夜晚的压抑与深沉感通过强烈的、浓重的颜色呈现出来

《夜》系列的作画状态与《海东》系列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会听一些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987-1951）的音

乐，脑海里会不停地回想起夜晚给人的压抑、恐惧的感

受，这时候，当情绪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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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将其表达出来，这个出口就是色彩。《夜》系列的色彩融入了我本人主观的情绪表达，客观对象

的色彩是被放大了的。《夜》系列的色彩大多以橘黄和红色倾向为主，包含了我特殊的个人感受。所

以主观情绪和色彩永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图 14）、（图 15）、（图 16）

（五）笔触—绘画生命力的体现
笔触是画面生命力的具体呈现，笔触的作用可以

将一幅死气沉沉的绘画立马变得生机勃勃。在《海东》

系列里我以大面积平涂的笔触为主，在运笔的过程中

我始终在大面积的色块中来来回回寻找偶然、自然、

精致的笔触。（图 17）这种感受是十分微妙的，当画

面告诉我这个笔触可以保留的时候我相信我画面同

时也相信直觉。用什么样的笔触表现什么样的物体是

根据画面的感受说了算的。有的地方笔触要小而精致，

有的地方笔触要大刀阔斧，正是由于笔触与感受的结

合，画面的生命力与丰富性才得以保证。《夜》

系列的所有作品都是采用先平涂、刮掉再平

涂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在

最后一步用油画刀进行刻画

的时候，刀的形状、走势同

样也在画面上留下了丰富的

痕迹。选择油画刀作为《夜》

系列的刻画方式是由于我所

观察到的夜是通透的。（图

18）、（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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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常经验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一）从日常出发
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艺术家作为个体存在于社会生活并从中吸取营

养然后再现生活是艺术家必须做的事。每个艺

术家的存在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日常经验的差异

性，这种差异性正是艺术创作所需的灵感源泉。

日常生活的不同使得艺术家观察生活的角度也

是不同的，如何从日常生活中调动艺术创作的

素材需要我们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我们可以

通过寻找艺术史上的大师，看看他们的作品与

艺术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来反复观照自身。我

现阶段的艺术创作是将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

故乡及其我生活范围内的景象作为我创作的立

足点，一切有关于日常经验的素材都会以这个坐标

展开而不仅仅只是有一片洱海的出现，更多的是与

洱海与这片土地有关的事情。（图 20）“此时此地”

是一种立足于当下对的生活状态，从可感知的外部

世界汲取丰富的营养；“此时此地”更是一种存在

的方式—现实即现在。接下来，我将突破主题及作

画方法的局限性，将卡茨对我的影响融合在更为自

我的表达中。现阶段我将把绘画对象的难度逐步提

升，试图在绘画语言上有进一步的突破。我在《海

东#12》中（图 21），采用平面化的方式将对象分解

为大大小小的色块，重组对象之后力求在平面化的

语言之中将对象的“实在感”体现出来并在平面化

与写实语言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与突破。这张画在推

进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挣扎过后我似乎看到了一丝

希望，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跟之前纯粹模仿卡茨的风

格有所不同但又有卡茨的气息在画面中，我觉得这

种感受出现就可以证明我的努力是有成效的。

（二）艺术创作反作用于日常生活
艺术创作让艺术家始终对生活保持着热情，一个艺术家要是不再对他所处的环境感兴趣的话，

他的创造力有一天终将会枯竭。《夜》系列作品全部是写生，写生能让我更好的认识世界。在画面里

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我感受到的事物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然后通过艺术作品不断地观照自己的日

常生活，最后形成一种不断循环往复的思考与表达过程。写生能让我的感知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提

高，使我对身处的环境有了敏锐的观察与判断。《海东》系列则偏向于工作室创作的状态，我在创作

图 20

图 21



的过程中努力的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与感受，力

图将这一感受带入到画面中，这对我感受力的

增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创作能够激发

艺术家不停地对世界进行探索，使得艺术家对

生活充满了好奇与渴望。艺术家每一次的物理

性迁移都会成为激发艺术家创作的原始动力，

而作品风格的变化同样也反映着艺术家生活

状态的变化。正是由于艺术家始终与自己所处

的世界发生关系，才不会被时代抛在后面，不

会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中无法自拔。《海东#13
（图 22）正是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感受出发并

结合外在的表达途径—洱海，将日常经验与心

灵体验融入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形成一个内

外联系紧密并相互作用的结构。

四、结语

阿历克斯·卡茨的艺术在当今世界上是极其重要的，他是作为一位艺术家而独立存在的，他所

做的都是跟画画有关的事，他不停地在自己的画面上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并一直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我选择了卡茨作为自己现阶段的学习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卡茨是在平面性绘画领域里一流的艺术家，

只有学习一流的艺术家，我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远方。另一方面对我而言同样也是个巨大

的挑战，卡茨已经是世界顶级的艺术家已经很难超越，我必须走出和他不一样的路子来，这也是近

期我对自己的要求。纵观卡茨的艺术世界我从中学习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执着正是现阶

段我所缺少的。感谢卡茨带给我另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与观点。我在画面中尝试过各种表达方式，

不断地在寻找中迷失，不断地修正，希望找到真实的自己。我不想炫耀任何绘画的技巧，而是虔诚

地追索着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事物，依靠强烈的直觉进行创作。离家的次数慢慢多了，好多记忆的

东西模糊了，明白了什么叫往事如烟。可是那些刻苦铭心的东西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而是随

着时间的长河伴你同时漂流，从没有远离。我能做的就是重置这些画面，让这些画面凝固在瞬间，

升华这些灵魂深处的东西，使他们附着在我的作品上，唤起观者的通感。每件作品构成了我生命中

的一环，任何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自己对生命过程的感悟。艺术风格的形成不是简单的对单一形式

的重复，它是我的阅历和对艺术理解的集合，是我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处理对事物认知的方法。对我

来说艺术语言的推进同样也离不开艺术史的学习，艺术史是俨然存在的，虽然精英化的、正统化的

艺术史为我们提供了普遍的艺术作品价值分析必须要以价值判断的客观性为标准。但是“正统”的

艺术史只是入门，“偏门”的艺术史价值更大，特别是后现代再到当代部分的冷门艺术家其实对丰富

某一具体艺术门类的内涵是有重要贡献的。当我们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判断的客观性进行有力的支持

时，艺术作品的价值标准才有可能在客观性中寻求。我们的时代充斥了太多的“主义”与“宣称主

义”者，他们会宣称“这类作品是伟大的”诸如此类的具有情感意义的话语。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客

观的、合理的依据。这样对艺术作品的判断只能成为伪判断，这种讨论必需立刻停止。评价艺术作

品，并不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感情或判断，也不能因为某些所谓的权威的喜好而被洗脑，放眼艺术

史，狭隘的、从“主义”出发的、情感主义的判断都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艺术不仅仅只是会画画就

行，其中包含了对艺术的看法和对艺术史的思考，这样的艺术有一种类似于植物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的过程，虽然生长周期比较长，但具有清晰的脉络式的发展。

图 22



注释

① 引自专著：孙建平 康泓主编 李静编著· 《大师的手稿—阿历克斯·卡茨》·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3.5，引文

② 引自专著：孙建平 康泓主编 李静编著· 《大师的手稿—阿历克斯·卡茨》·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3.5，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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