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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高书信浅析凡高色彩中的理性因素

◎李璇　李美真
摘要：文森特·威廉·凡高，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历代学者对凡高色彩方面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其主观感受和情绪化

的表达，相对忽略了凡高色彩中理性成分分析。本文以其书信言论为主要依据，通过对其作品及相关理论分析，在凡高感

性化色彩的基础之上，发掘和整理凡高色彩背后的理性成分，对凡高色彩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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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威廉·凡高，19 世纪荷兰后

印象派画家，一生致力于绘画艺术探索。

弟弟是凡高唯一愿意倾诉内心想法的对

象。 在 和 提 奥 的 数 封 通 信 中 可 以 了 解

凡 高艺术创作的问题以及绘画思想的变

化历程。美国艺术批评家梅耶·夏皮罗曾

经在《论凡高的一幅画》中提到：“他的

书信包含着关于绘画问题的令人惊叹的、

富有启发性的论述；人们可以从他的书信

那些零碎的论述中构建一种完整的美学理

论。”本文以凡高的书信言论为理论依据，

对其具体作品的色彩进行分析，分析其变

化原因，体会理性因素的意义。

一、凡高作品色彩中的理性

在凡高的作品中包含强烈的个性表

达，色彩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但在凡高

看似随意布置的色彩背后包含着精心地设

计和理性的思考。理性指人们主观和心理

活动上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思考。

黑格尔曾经说过，只有理性才能进行辩证

的思维，从而揭开事物的本质。艺术创作

的理性主要是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对前

人理念知识的借鉴吸收，加入自身研究理

解并将其运用到艺术作品。

理性原本指的是人们在一些主观和

心理活动上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

思考。黑格尔曾经说过，理性是认识的

一种高级阶段，只有理性才能进行辩证

的思维，从而揭开事物的本质。不同的

领域所理解的理性的概念大多不尽相同，

具体到艺术创作之中，理性主要是指艺

术家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根据对前人理

念知识的借鉴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的加入自身的研究理解并将其运用

到艺术作品中的各处安排。

凡高的作品中不失理性因素的存在，

他吸取基本的色彩常识对色彩进行细致安

排，最终形成独特的色彩风格。在书信中，

他曾多次表示对修拉、西涅克、德拉克洛

瓦等画家们的喜爱，也曾在不富裕的经济

条件下购买色彩方面的书籍以及书信中提

到线条、结构、色彩等精细安排。“请记住，

我被一个复杂的演算所吸引，演算导致了

一幅幅快速挥毫就得画作的迅速产生，不

过，这都是事先经过精心计算的。”凡高

的创作不是一种单纯为了发泄情感地任意

涂抹，而是一种极具情感化的理性表达。

二、凡高色彩中理性的演变阶段

纵观凡高的艺术创作历程，其绘画创

作风格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色彩由早期的

暗淡灰暗到后期的光彩明亮，并最终创造

出一种独属其自身的色彩表现方式，充满

着激情、热烈。

（一）早期客观再现的色彩理性

在凡高早期绘画创作过程中，受到现

实主义影响，热衷于表现贫困劳作的农民

生活题材作品，着重再现真实性的色彩及

整体氛围的创作。在此阶段，凡高善于运

用单一、灰暗的色彩，能够更好的表现画

面主题。在《吃土豆的人》中，一间破旧

不堪的灰暗小屋里仅有的光照亮着围坐在

一起的五个农民的面部状态，昏黄光线和

暗灰色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力求客观

真实地再现出最真实的色彩效果。“用

传统手法画出光溜溜的画是错误的，应

该要能在画中闻到熏腊肉的烟味、煮熟

了的土豆的蒸汽味。”凡高早期作品中

的色彩热衷于客观再现事物的真实面貌，

这种精准的理性体现着凡高对色彩的熟

练掌握和合理运用。

（二）后期主观表现的色彩理性

较之于早期客观再现生活的色彩，凡

高在后期作品的色彩变得丰富明亮，在掌

握前人色彩理论知识及自身研究探索中逐

渐发展个人色彩风格，在多方面展现着色

彩的理性安排。

1. 对比色的运用

19 世纪，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发表《色

彩的和谐和对比原理》，提出了颜色对比

规律以及预测色彩对比的公式，合理地运

用色彩对比规律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自然光

线的明暗效果，这一原理对印象主义、新

印象主义等等都有着极深的影响，也让凡

高非常着迷。凡高发现红色与绿色、黄色

与紫色、橙色与蓝色等对比色的搭配能够

给予画面强烈力度感。“我一直试着将蓝

色和橙色，红色和绿色，黄色和紫色进行

对照，使这种对立的色彩互相调和，形成

融合的中心色调，这并不是灰色的调和，

而是通过强烈的色彩对比制作出的效果。”

《夜间咖啡馆》中，血红色的墙面和重绿

色的天花板、大片深黄色的地面形成强烈

生动的色彩对比，深黄色的地面呈现纵向

深远的透视向着血红色墙壁背景冲击，激

情狂烈的色彩下揭露着房间压迫下等人民

的邪恶势力和令人窒息的氛围。凡高在充

分提前掌握对比色的特性，在画面上作出

理性的分析安排。

黑色、白色是凡高在创作过程中起到

调和作用的颜色。黑色、白色的加入能促

使颜色冲击力减小，从而达到和谐平衡的

效果。作品《卧室》中，凡高特意提到“画

的外框要用白色，因为画中没有白色。”

即使在画面上没有白色的搭配，在画框上

的白色也能带来视觉上的调和，可见凡高

对于整个画面色彩和谐搭配上的细心和用

心。肖像画作品《加歇医师的画像》中，

除了场景人物背景、衣服的深蓝色与左下

方红色桌子的对比色之外，人物和桌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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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强有力的纯黑色条勾画人物的轮廓线，

起到极强的调和效果。

3. 简化的纯色

19 世纪，日本浮世绘开始进入欧洲

画家的视线范围之内，凡高在浮世绘作品

中看到色彩简化的力量，痴迷于蓝色与黄

色，他认为这两种色彩有着纯净的力量。

《黄房子》中，大面积深蓝色和柠檬黄色

的运用使得黄房子在整片蓝色天空下跃然

而出。与多种混合复杂的色彩相比，简化

的纯色充满力量，突出画面重点。

纯色的运用在人物画的背景处理上也

能够产生无限的空间效果。作品《邮差约

瑟鲁林》中，邮差员所选用的蓝色背景暗

示着人物的身份。纯色的运用减少不必要

的情绪刻画，加深人物的性格特征，强调

人物的坚实外貌，简化不必要的情感细节。 

凡高在对比色的运用、色彩的调和以

及简化纯色的方面都有着极强的理性思维

和判断，正如夏皮罗所说：“他的色彩

运用继承了色彩和谐，光影和色彩的明

暗调节，混合或打破色调时间的相互交

错发展的成果，凡高的每一幅画都显示

出他学过色彩调和方法的痕迹。”在结

合前人艺术和自身漫长的经验探索中，

凡高在构成画面艺术形式的同时也表现

着独特的色彩观念。

三、凡高色彩中理性的产生原因

19 世纪的西方经济发展迅速，文化

艺术领域全面发展，色彩的理论研究也相

继而出，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发表《色彩

的和谐和对比原理》、美国物理学家奥格

登·鲁德的《现代色彩学》都为当时的艺

术家们研究色彩规律提供着便利的理论基

础，大环境的影响对凡高后来的色彩体系

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梅耶·夏皮罗

在《文森特·凡高》中提到，“在巴黎，

凡高发现了理性，发现了一个光与色的世

界。这些知识他原本是缺乏的，而现在因

为能帮助他从过去压抑，狭窄的宗教和乡

村世界中解脱出来而受到欢迎。”

（一）印象派的影响

凡高在创作早期对生活充满着迷茫和

失望，用色颇为阴沉、灰暗。到了法国巴黎，

经弟弟提奥介绍，凡高结识了印象派画家，

并对他们在绘画中偏爱表现光色的特点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凡高并没有完全照搬印

象派画家的技巧方法，“我时常思索着他

（修拉）的方法……西涅克尽管在程度上

与修拉不同，但也是一位独特的色彩家。

他们的点彩是一个新发现，但我本人，恕

我直言，反而在寻求我到巴黎之前就在寻

找的东西……”不可否认的是，巴黎的学

习环境和氛围促使着凡高的色彩发生了明

显性的转变，从暗灰色逐渐变得明亮多彩，

也为凡高后期的色彩理性发展立下坚实的

基础，但凡高并没有盲目模仿印象派色彩

特点，而是充满理性思考的接受和选择所

适合自己的绘画风格。

（二）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日本浮世绘版画对 19 世纪欧洲绘画

影响是较多的，凡高也不例外，浮世绘版

画打开了凡高的色彩世界，凡高和提奥收

集了数百张浮世绘版画并认真分析，在巴

黎，凡高也常去收藏浮世绘的相关画廊，

不富裕的经济条件下也要购买喜爱的日本

版画。他临摹过许多浮世绘作品，并将浮

世绘的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唐吉老爹》

中人物造型简洁，色彩增添了红、绿、青

三种原色，画面感明亮、丰富。《唐吉老

爹》肖像身后的背景围绕着浮世绘版画流

露着对浮世绘的喜爱。《阿尔的卧室》中，

凡高用日本形式的色彩来创作，“这幅画

仅仅用色彩表现出来，极力限制阴影和明

暗的色调。如何同日本版画那样，采用平

面的，明快的色彩构成。”凡高从浮世绘

色彩的风格特征中吸收前人的特点，再经

过自身的理性思考和探索中逐步形成自身

独特的艺术风格。

凡高对印象派的继承、浮世绘的借鉴、

色彩理论以及德拉克洛瓦、修拉、西涅克

等大师的学习和研究，再加上他那狂放不

羁的性格和对艺术的狂热，促使其绘画风

格自成一体。这些学习和借鉴为凡高的理

性色彩运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结语

一提到凡高的色彩，人们总会浮想到

画面中大面积的红色、蓝色的主色调……

凡高作为后印象派三杰之一，他的作品中

饱含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和印象主义色彩

近乎科学地理性 再现与新印象主义片面的

重视理性和色彩空间混合不同，凡高的作

品在色彩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表达着个人

的情感世界。凡高的色彩使用充满着理性，

他的理性不是单纯的理性推论，而是在创

作之初对画面有着大致的设计和安排，这

种处理依据主要体现在对色彩的科学和理

性认识基础之上，将理性因素转化成一种

内部表现，客观理性和主观感性因素并存。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精细的理论布置下

产生的作品，经不住时间的推敲，唯有感

性和理性相互结合的作品，方能经得住世

人考验，拥有着不朽的艺术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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