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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空间的绘画

◎李春梅

绘画属于视觉艺术范畴，而人通过

具体的生活经验，能够将自己看到的整个

空间处理为三维的信息。学习绘画的一项

基础课程即在于，如何将三维的物体展示

在二维的画布上。这种展示通过一定的技

能训练就可以掌握，而问题在于，通过绘

画的手段在平面画布上展示的三维物体，

和通过摄影记录在平面胶片上的三维物体

究竟有何种区别呢？对于绝大多数绘画者

（除去超现实主义等少数派别）来说，在

重现三维物体的精确度上来说甚至是不如

一台相机的。所以，绘画的独特性在哪里？

实际上这可以从绘画艺术和照片的不

同要求上看出：面对一张登载在报刊杂志

上用于记录的照片，人们会询问，它是否

真实地重现了事件现场？而对于一幅画，

人们会询问，作者通过画这样东西想表达

的是什么？可以发现，在绘画当中，重现

三维世界的技巧是表达手段而非目的，人

们所关注的是，除去了技巧之外，这张二

维画布上还能剩下什么？而这就是绘画的

第四个维度，我们可以称其为灵感和表达

的维度。由于它和人的表达欲相连，因此

能够传达作者的情感诉求，这和用于记录

的相片，甚至于人工智能完成的绘画是不

一样的，虽然现代的科技文明为创作提供

了非常便利的条件，但是创作者不能利用

这种便利复制出一张照片而非画，单纯的

复制就失去了必要和表达的意义，平庸是

可以用机器替代的流水线产物。由人所创

作的物体为何特别？就是因为观众实际上

读到的是画面背后的作者本身。在这里，

使用技巧的重现成为了单纯的视觉媒介，

而基于这个媒介，观者和作者由于在同一

个世界上的生活经验，能够理解作者在画

面中的某些暗示，而又因为自己独特的经

历拥有每个人专属的解读方式，这正是绘

画艺术独特的魅力。绘画允许所有人，无

论使用何种技法，无论是否能够熟练地使

用技法，都有权利用画笔书写自己的情怀，

宣泄自己的感情，表现自己对于事物的认

知，这不同于复制劳动。

在我的作品中观者能够读到对于现实

的观照，远至我采风所到的异国他乡，近

至窗台前盛开的海棠，我所见到的东西都

可以成为我所绘画的对象，这些来自现实

的物体又并非单纯的复制品，而是我所见

所感的对象。

尼采认为，任何艺术都应当具有日神

与酒神式的两种特征。我的立意常常来源

于现实，实际上我更加经常注意到画面追

求具有酒神气质的一面，色彩鲜亮明快并

由随性的笔触表现出来，带有明显的表现

主义色彩，使人由此直接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明晰畅快的感情和对创作对象不息的

热爱。

我的绘画并不追求蒙克或康定斯基

那样难以找到具象化物体的影子，日神

式的秩序与规则感在画面中仍然要有所体

现，正如绘画的第四维并不能够独立存在

（那就使四维变成了一维），对于物象的

表现正是第四维得以生长的土壤。在作品

里笔触随性却并非全无法度；色彩鲜亮活

泼但又能使观者准确识别出对应的物象。

在我看来或许正是由于似与不似之间的生

趣——在能够辨认出来的对象之中发觉它

与现实的不同之处才是作品吸引观众的

点，而这种感觉正是第四维度中显示的地

方，是情感与心灵倾诉的窗口。我孜孜以

求的就是观者通过阅读我的绘画作品参照

对现实中所见、所感的描绘与变形，经过

二次创作得到的是一个鲜活的创作者本

身，从而产生心灵的撞击和感情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