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马奈的画面注重黑和白的使用与对比，

“灰”在其中用的特别少（这里将图片做黑白处

理，以便更为直观的体会）。也就是说，马奈摒弃

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强调明暗对比的绘画方法。

马奈的画作从风格来看更像传统绘画，但由

于他对绘画主题的选择，使得他从思想上超前于

时代。而马奈这种在绘画上从立体往平面的技

法变化以及画作主题的选择，影响了印象派画家

和后人的艺术创作，例如：高更的画更加注重主

观表达，梵高的画到了后期很多没有影子，而马

蒂斯、毕加索则进一步在二维空间作画……

平庸而伟大

在马奈之前，库尔贝和柯罗都是 19世纪现实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库尔贝的绘

画创作多围绕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而柯罗则更多以自然景观为主题进行描绘。从库

尔贝、柯罗再到后来的印象主义画派，马奈在这种艺术流派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

关键的角色。尽管马奈未曾参加过印象派的展览，但是他的绘画深深影响了莫奈、塞

尚、梵高、高更等这批在他之后的“新兴画家”。马奈将绘画带入现代主义的道路，因此

他被后人誉为“印象主义之父”，也有评论家称其为“现代主义之父”。

其实，马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在无意中竟开创了一个绘画新时代。毕竟在马奈人

生最后的弥留之际，他还在惦记着自己的作品能否入选官方沙龙展。

往往在艺术史中占据关键位置的艺术家，其生前和身后的生存与声誉不成正比。

但现实往往如此，毕竟在一切发生改变前，人们更多习惯的是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就

像作家毛姆所说：“大多数人并不思考，他们被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要实现自我，

就需要贯注自我，不为他人所动，而这势必会令人反感，甚至招来嫉恶。”

“纸牌”与“台球”

美国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有一个著名论断：从马奈开始，绘画走向了平

面性。具体表现在大胆运用正面光、绝对扁平的装饰图案、矩形形状或垂直线与平行

线的应用等。

但马奈这样的绘画方式在当时激怒了库尔贝。库尔贝坦言“绘画不是纸牌”。马

奈对此回应：“我们都知道库尔贝想要的是一只台球！”从两位画家的态度中，可以看到

现实主义画家与印象派画家观念上的不同。

普通的“纸牌”

无论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阳台》还是这幅《吹笛子的少年》，在马奈的画面

中，他所描绘的人物都不是历史或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人物，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普

通人。马奈画面中描绘的人物形象，因部分色彩的平涂处理使得主体人物难以深度

融入画面空间，或许就像这些人物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一般，平凡而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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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以《吹笛子的少年》为例，感受一下马奈绘画

上的“纸牌技法”：

1.他画面中人物的边缘线不是虚实相间，而是一条实线

下来。这样的变化与马奈受日本浮世绘中的铁线描等技法影

响有关。许多印象派画家都受到过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2.光源的直面照射，这样的设计使得人物整体趋于平

面。而画面背景蓝灰色的处理，与古典主义“酱油调”背景大

相径庭。古典主义绘画中深褐色和黑色在画面里的大量使

用，画家所注重的是画面中的素描关系与边缘线处理，从而使

得画面主体具有空间、立体、透视等和谐韵律。而在《吹笛子

的少年》中，受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的影响，马奈去除了将

地面与背景分开的界限，而是让作品呈现更趋平面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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