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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写生是源于我很多年前的爱好，

延续到大学学习，以及后来在学校任教教

风景课。我一直把这个习惯保留到现在，

因为风景写生带给我太多的乐趣和益处。

我觉得写生有很多好处。第一，能让

自己的眼光、视觉和对自然的敏感性，不会

降低。因为只有不断地去磨练它，才会使

你的眼光保持锐利。

第二，写生需要去很多地方，你的足迹

会根据这种需要去选择。一个没有去过的

地方，会给人带来新鲜的感觉，所以写生从

某些方面来说也促使我不断地换地方，去

寻找不同的审美和地域特色，这使我走遍

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境外很多国家我都去

过。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会想方设法去画上

几笔，有时候条件特别艰苦，像境外，一般

都是旅游，所以我会带很简便的、经过自己

改装的一些工具。写生过程时间很有限，

需要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去记录下一些

自己的感受。但往往这些画都是自己最精

彩的作品，因为它是在即兴之间的一种抉

择，一种感悟，一种热爱。

第三，写生常常会让自己思考，因为在

画画过程中，会激活你的这种思绪。我感

觉只有不断地画画，我的思维才会保持一

种敏捷，一种贯通。当写生的时候，我会想

这个画，与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我的世界

观、我的思想方法，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如此便会在思考的过程中互相贯通、互相

启发。

写生绘画需要不断地更新，不是说你

技术好就能画得好，其实是取决于你的眼

光，取决于你对其他姊妹艺术的借鉴和介

入。当你的眼光和审美取向有了提高，你

的技术也会提高，同时艺术的品格也会提

高，这一点特别重要。并不是说你画得多

画得熟练，就能画得好。

写生也会有困惑，常常会遇到很多问

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来自于周边的反馈，有

些围观的人可能会觉得你画得太僵化，太

老套，或者是这样一成不变地去画一样东

西，是不是太落后了？这些都会影响到

你。但是我一直认为，艺术所谓的先进和

落后是个伪命题，绘画其实是个人的一种

精神需要，如果说你在写生和在画画中间

得到了一种快乐，这就够了，不用再去考虑

别的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值得你去坚持的

理由。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你觉得不

够先进，不够前卫或者是不够现代，那么

在所谓的保守这一面，如果你把它做得更

好，坚持得更完善，也是一条路。相反，如

果说你在写生中间有过多的杂念，只是简

单地去模仿或者吸收一些所谓的大腕、名

家的东西，缺少自己的个性语言，我觉得

这种绘画的路也不会宽。模仿或者吸收，

是阶段性的。对大师的吸收和模仿，要找

到一种原理，从大师作品的背后，去寻找

一种原理，能吃透的话，你才能受到启发，

表浅的样式的模仿，这种照搬是绝对没有

出路的，这也是我坚持这么多年写生的一

种体会。

我一直喜欢写生，而且是那种写实风

格的写生，这种坚持需要有很大的决心，也

需要有很好的能力。这种基础能力我们在

学校有过训练和培养，但远远不够，我们学

到的只是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但写生时

是千变万化的，要灵活地去掌握和贯通，所

以写生锻炼的是一种应变能力，这种能力

的提高需要日复一日地练。

写生也是个积累的过程，反映了你的

艺术能不能走得更远。如果说你觉得越画

越有趣，或者你的画得到明显的好的反馈，

这其实也在验证你的思维方法和艺术道路

是正确的。现在的网络时代，会有更多的

人特别是陌生的朋友对你作品评价，这种

无形的反馈，也是促进你艺术思考的途径，

不能简单地去看待别人的吐槽或者冷嘲热

讽，它背后含有很多有益的启示。我很在

意这些，几十年来我非常虚心地去听取别

人的意见，细心体会，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

和完善。

我把自己从本科至现在的创作风格

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自然主义倾向期、提

纯萌芽期、本土情怀表达期以及提纯成熟

期。细细回顾，这四个阶段的演变，使我对

“写生”中“生”的内涵有了不同层次的思考

和理解。

自然主义倾向期，在这一阶段，我主要

依赖对景写生作为创作的基础，或将写生

作品直接转化为创作稿，或在此基础上进

行修改、删减，再组合鸟类、动物等形象。

色彩使用上，我既会还原自然的色彩，也会

有所调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改变色

彩。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倾向于忠实再现

自然，写生中的“生”是以客观物象的再现

为核心的一种表达方式。

提纯萌芽期，我开始思考写生与创作

之间的关系，并逐渐尝试突破自然主义的

局限。在这一阶段，我减少画面中的元素，

更多关注形式感的塑造，并进行点、线、面

上的提炼，简化背景。写生的“生”不再仅

仅是对自然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是对其“生

意”的表达。这一时期，作品更注重对生命

气息的把握与对意境的追求，强调从自然

中提炼出内在的精神与氛围，赋予作品更

为深远的情感和意味。

本土情怀表达期，作为岭南广府人，我

始终对家乡的岭南文脉与历史有着深厚的

情感。特别是广府建筑中的花地砖，它那

几何形态和现代感十足的色块组合，一直

深深吸引着我，成为我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这一阶段，我不仅通过回忆汲取创作的

素材，还常常漫步于羊城的老街巷，探索西

关老宅中的斑驳花砖，收集各种细节作为

创作元素：巷子里午后慵懒的小猫小狗、古

老的藤椅，和那些不期而遇的生活瞬间

⋯⋯此时期写生的“生”是物象的艺术化呈

现，是一种对时光记忆的摹绘，是对乡土情

怀的视觉表达。

提纯成熟期，此阶段创作最初是受到

光影启发展开的。我开始有意识地将光影

元素融入作品中，但初期的光影探索仍然

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特征。随着创作的深

入，我开始尝试放大光影的表现，模糊光影

的边界，最终在画面中化为了抽象元素。

光影的升华过程让我意识到，写生不仅是

对外部物象的观察，更是一种形式语言的

提炼。此时期，写生中的“生”更是一种对

生命之美的转译——写“生”并不需要对景

写生，而是培养自己有一双随时发现美的

眼睛，内心随时捕捉对于生命的触动。写

“生”即是心手相应。

我的创作风格经历了从自然主义倾

向到提纯萌芽，再到本土情怀的表达，最

终达到提纯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我对“写生”有了不同层次的理解：即

是再现客观、写其生意、生活化现、心手

相应这四个不同的理解。这四个阶段的

不同理解并无高低之分，而是写生在创

作中的多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写生

不仅帮助我们真实地观察和理解自然，

它增强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

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

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我们

才能真正超越简单的再现，将生活的美

好与情感传递到作品中。从写生衍生出

来其它的“生”的理解都需建立在这个基

础之上，因为这种直接的观察和感受是

任何照片都无法替代的。

写“生”之内涵
■罗玉鑫（广州画院专职画家、一级美术师，十四届全国美展中国画金奖获得者）

罗玉鑫 谁说风过无痕 33×138cm×4 纸本设色 2016年

热爱的驱使 即兴的抉择
■曲湘建（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北京中囯写意油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研究院研究员）

热爱的驱使 即兴的抉择
■曲湘建（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北京中囯写意油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研究院研究员）

曲湘建 伊萨教堂的钟声 80×60cm 布面油画 2015年曲湘建 伊萨教堂的钟声 80×60cm 布面油画 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