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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油画作品是世界美术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且因自身特

色被大众所欣赏并认可。油画为利用植物油对颜料加以调和，

并在木板、纸板及画布上展开艺术创作的一种绘画类型。油画

前身为欧洲绘画中的蛋彩画，随后经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

等人对绘画材料予以改进后所形成。中国油画画家在 20世纪

50 年代便指出油画民族化概念，然而伴随经济一体化进程的

加快，中西方文化逐渐融合，此在一定程度上对油画民族化发

展造成冲击，为更好推动油画发展，吸取优秀西方文化具备重

要意义，望借此也可实现中国油画的现代化发展。

2 油画作品中空间感的处理

首先为利用光影关系对空间感的处理。光影关系即为当

光照射物体后的物体状态及物体与投影形状间的关系。光为

油画的媒介，借助对光的研究、表现，向人们呈现光照下的虚

拟情境或真实情境。因自然界中光的形成因素众多，而不因素

所形成的光的状态也会产生一定差异。若光线在传播中被物

体阻挡，便会形成折射光，物体背面形成阴影，此为光影空间

原理[1]。将光影关系综合应用至油画中，方可通过明暗变化对

物体的真实感、立体化予以体现，形成三维立体空间。其次为

利用色彩对比对空间感的处理。油画创作中色彩为重要构成

部分，绘画中色彩比对的作用主要可分为两方面：其一为色彩

纯度对比所营造的空间感，其二为色彩冷暖对比所营造的空

间感。色彩纯度即指色彩明艳程度，通常情况下，色彩越明艳，

人们关注度就会越高，因此，在油画创作中多以明艳的颜色对

重点物体予以描述，而低纯度色彩则多被应用至不重点的物

体描述中，借此也可提升空间层次感。色彩冷暖感并非为色彩

自身属性，而是人们对色彩所形成的感受。通常情况下，暖色

调会给人积极阳光的感受，而冷色调会给人消极阴冷的感受，

经此搭配可呈现出良好空间效果。最后为线的空间性对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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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处理。若可以后退视角观察物体，则可发现诸多类似折断

的线会变为润滑的曲线，而经观察者主动观察后，将会对观察

者产生错觉的视觉冲击，形成立体空间感。

3 当代油画中线的二维性空间

进入 20世纪后，以塞尚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画家开始针对

空间展开新的探索及设计，最终对传统绘画中的空间呈现方

式予以转变。为突破旧模式，塞尚将传统绘画赖以生存的空间

概念予以打破，摒弃程序化及概念化的绘画原则，对绘画工作

展开重新探索。塞尚在自己独特的砌砖式平行笔触引导下，探

寻出新的平面构成法则，实现自身的表达系统的初步确立。塞

尚为首位将主观意识融入绘画空间的画家，在艺术画面中并

不注重物象的逼真程度，而是强调画家的主观情感。在塞尚的

画作中，情节及主题均不重要，也并未存在传统绘画的审美追

求美，仅展现出绘画本体形式的升华。在塞尚的静物画中，形

与形在二维空间中转化，也并非为自然物象的实录。桌边为直

线、瓶口为椭圆形、苹果为圆形，此类抽象形状的表现，均纳入

图形组合的完整体系中[2]。此种平面性的体现，挣脱传统艺术

规则的束缚，完全以画家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和对自然的理解

对画面加以处理，将三维空间予以压缩，并对空间深度予以重

新设计，以此构建一种新型的艺术观念。立体主义则为塞尚艺

术精神的延展，对传统定点透视的法则予以突破，选用散点透

视法及多点透视法，尝试以此实现多维组合空间视像的传达。

此种表现手法的产生无疑为西方艺术史的里程碑。画家在绘

画中可在画布上模拟自然制造幻象，回归二维画面自身，对物

象展开重新设计。此种绘画方式也可对人类形成启发，即人类

除可以眼睛辨别事物，也可以同外在事物展开沟通，通过线的

空间感的描述，揭示人与自然间的内在关系。

4 中西方油画空间观的异同分析

中国传统绘画空间理念同西方绘画中单一固定的观景方

法存在一定差异，却同塞尚所追求的新空间观念不谋而合。中

国传统绘画中多以散点透视及无限视距等空间观念对物象予

以表述、观察，此也影响着中国油画的创作。中国绘画的根本

创作观念为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倾向于将心与

物及自然与社会视作整体。“家”的四壁即为界定内在、外在的

空间联系，此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基本，中国传统艺术

的空间观念便由此产生。塞尚通过空间的重新设计，已实现绘

画语言的自觉。而在中国的李克宝也创作出一种新型的“线性

后抽象主义”的画风，笔下的宇宙、人物及风景均体现出画家

对周围环境的感悟、观察。李克宝曾指出，想借助对大自然空

间的表现，对万物内部的安宁予以观察，并对穿越空间的运动

感予以感知。而在塞尚艺术作品中，对物象加以组合的方式尤

为常见[3]，如形状同形状间的比对、线面体的反衬等均可表现

出思想的统一。

5 结语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中西方文化融合趋势加快，探

索如何可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既弘扬自身优秀文化，又可促使

自身文化充分适应时代需求的发展路径尤为必要。为此，需对

中国油画予以充分了解，并对优秀西方文化加以借鉴，方可不

断丰富自身文化内核，促使中国文化可在文化融合趋势中具

备自身特色，并推动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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