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9

西方现代艺术中的东方线性之美

◎董勃

一、来源

中西方艺术自诞生以来就沿着不同的

理念和轨迹各自发展，虽然各自独立但二

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过亲密的交融互鉴，

中国艺术甚至成为现代西方艺术变革的灵

感来源。

二者的不同来自很多方面。首先，中

西方艺术所采用的媒介不同，中国运用毛

笔，勾勒挥毫酣畅淋漓的线条。不同于古

埃及较为刻板整齐的几何直线，二者出发

点不同，互相无法模仿。另外，二者创作

使用的材料也不同，西方采用硬质油料，

有时掺入硬质材料造就立体感，和东方行

云流水的水墨截然不同，效果不同。

东方艺术是线的艺术。中国古代淘汰

呆板具象的表现形式，用自由灵动的方式

来探寻表达绝对的精神层面。线条则最为

自由、空灵。正是由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

艺术家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才创造出与

西方固有艺术截然不同的现代艺术作品。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下，走出“死胡同”，

从团块走向线条，找到了新的艺术诠释方

法，掌握了这一表达自我与世界关联的高

妙手段。 

二、西方艺术汲取东方线条美的发展轨迹

19 世纪末的艺术呈现出一种世纪末的

颓废感，但又生机勃勃，流派竞相生发，

随着照片的问世，绘画不再满足于追求对

客观事实的如实描绘，大家纷纷将目光投

向其他地区的艺术，寻求新的养分。

（一）从印象派伊始

尤其自印象派开始，艺术家对东方艺

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开始用线条代替明暗

变化，抓住了东方艺术的主要艺术特征。

例如凡·高、高更、马蒂斯、劳特雷克、

德加、莫迪里阿尼都做过这样的尝试，或

用几何线条作为背景，或用多变的线条描

绘事物。此后光影逐渐让位于线条这种表

现形式。这种抽象化的趋势满足了绘画存

续的理由，由写实转而注重概念和内心的

表达。

马奈的作品《马奈夫人》中，虚化的

灰蓝色背景中大胆使用了一些粗细不均的

线条加深阴影效果；1891 年，保罗·高更

创作了版画《拿斧头的男人》，其中首次

出现像蛇一样卷曲的水纹；马蒂斯擅长用

线描绘女性的人体；劳特雷克通过灵活多

变的线条刻画出梦幻舞者路易·福勒雀跃

灵动的舞姿和活力；莫迪里阿尼也是通过

简单的笔触和线条，将人物的身姿整体拉

长，刻画出一个个优雅且略带忧郁的巴黎

人形象。凡·高线的表现力就达到了这一

点，线成为他情感的载体，生命的化迹。

（二）从表现主义到抽象主义

蒙克、席勒继续探索用线来进行情感

表达和自我抒发的方式，并且形成了各自

的独特风格。蒙克多以生命、死亡、恋爱、

恐怖和寂寞等为题材，用对比强烈的线条、

色块、简洁概括夸张的造型，抒发自己的

感受和情绪。他的《呐喊》用流动的曲线

制造出一种空间的扭曲，窒息和压抑感扑

面而来，令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绝望；

埃贡·席勒的线条可以独立于物体之外进

行艺术表达，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在

这些夸张、拉长、扭曲的直线和曲线中，

传递着一种强烈的不安，但透过表面的不

安，又能感受到这放纵有力变化多端的线

条传递出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望；而康

定斯基将线条艺术更加抽象化，纯粹的线

条和色彩就形成了画面的生命力，并发布

了自己对于点线面的理论观点，引领西方

艺术逐步走上抽象主义的道路。

（三）新艺术运动中的曲线美

谈及新艺术运动的曲线线条，首先就

要谈及象征主义艺术的渊源。象征主义艺

术是一种以简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

来描绘现实的绘画主张。其精髓就是，用

最简单的线条来表述现实事物。我们可以

利用中国的甲骨文来理解象征主义，也是

进化到草书的启蒙和根源，就如同后期

进化到抽象表现主义一样，有一种内在

的生发。

新艺术运动分为曲线和直线两大类

别，曲线风格以法国和比利时为中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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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高更创造的虫迹式的线条被凡·德·维

尔德运用到《主日》《芳香》等设计的扉

页画面中，成为新艺术运动优雅曲线的

起源。

新艺术运动的曲线风格与自然紧密结

合，认为自然中不存在直线，放弃传统意

义上的装饰风格。这一点受到东方文化“师

法自然”理念的影响。

1. 建筑设计中的曲线：植物线条

建筑设计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比利时的

维克多·霍尔塔和法国的埃米利·加莱。

他们设计的作品充满自然主义的灵动和诗

意。例如维克多·霍尔塔设计的塔塞尔公

馆，墙面布满了蜿蜒的藤蔓，楼梯也是线

条柔美的铁制框架，整个空间给人以优雅

唯美精致华丽的感受；埃米利·加莱对玻

璃艺术品有很深造诣，其中提现了许多东

方美学。年轻时就曾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

博物馆看到过乾隆时期的琉璃，并被深深

吸引，后来得以近距离接触日本文化，就

在其作品中融合了许多东方元素。

2. 平面设计中的曲线：比亚兹莱的莎

乐美

虽然新艺术运动中的曲线传承自巴

洛克和洛可可风格中的 C 形、S 形和涡

卷形曲线，但同时也受到了东方韵味的

影响，至少与东方饶有韵味的线条有异

曲同工之妙。比亚兹莱的作品充满了东

方那种无以言说的神秘感，在中国绘画

艺术中，线本身所要表达的意向始终都

是主题和核心，其中蕴含着悠远的哲理

和神秘，不仅表现物象，更能够传递出

作者的主观臆想和思想情感，将形、意、

情三者结合起来，比亚兹莱理解并吸收

了这一点，突破了西方传统的线条艺术

写形刻画的概念，融入了极为强烈的个

人风格和情感。

（四）抽象主义中的线条形式美

抽象主义中的东方美尚且是在形式上

对于线条艺术的学习和借鉴，他们中的一

部分人对于中国艺术有很大兴趣和较为深

入的研究：

1. 保罗·克利：诗画

保罗·克利自 1916 年开始对中国书

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一年对中

国文学潜心研究，有了一定的造诣，并从

中国文字的抽象趣味中获得了造型灵感，

研究成果就是一系列文字画，或者叫“诗

画”。他晚年创作的作品使用了很多粗犷

的黑线，有些形似中国的书法，例如这幅

名为《鼓手》的作品，从形式上看借鉴了

中国的书法，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他曾说：“笔迹最关键的是表现而不是工

整。请考虑一下中国人的做法，我们在反

复练习的过程中，才能使笔迹变得更为细

腻、更直观、更具神韵。”

2. 米罗：米字作品

西班牙绘画大师胡安·米罗，毕生

酷爱东方艺术。他的作品充满纯真和自

由的气息，灵动而富于想象，运用诗意

的表达方式呈现自然的美。他的创作理

念同中国书画自由表达内心境界的理念

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他晚年的创作中，

经常用“米”字来署名。采用表意符号

和象形文字是其创作特色。《人投鸟——

石子》这幅作品，以有力的线条刻画物体，

画面中的鸟、星星、人都以象形文字的

形式出现。

（五）抽象表现主义中的东方哲学

相较于前人在形式上对于东方艺术的

模仿和尝试，抽象表现主义中的东方美，更

加成熟和内化，探求东方哲学的内在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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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托比深受中国艺术的影响，

并且得到第一批旅美中国艺术家滕白也

先生的指点。第一阶段：重视线条阶段；

第二阶段：加强线条表现力——“白色

书写”风格作品；第三阶段：解放线条阶

段——“黑色墨绘”风格作品。他曾在亚

洲旅居多年，深入研习了中国书法，并

且与芬诺罗萨、冈仓天心等思想家和禅

宗研究者密切交往，因此受到了东方文

化的深远影响。他的“白色书写”及“黑

色墨绘”系列作品构成了其线性抽象的

绘画风格。马克·托比跟随中国书法家

滕白也学习多年，从外在技法到思维方

式都深受其影响，在创作媒介、材料及

表达方式上都与西方传统风格相异。从

创作初期的《百老汇大街》，到“白色

书写”时期的《白夜》，到“黑色墨绘”

时期的《空间仪式系列之一》，很明显

可以看出马克·托比创作的风格演进，

一次次否定和突破具象的形式。他曾有

一段很明确的关于“反形式”的表述：“线

条代替块面占了支配地位，但我仍极力

使它渗透空间存在的感觉。”

2. 弗朗克·克兰热衷于线性绘画，

由于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作品均

为黑白色的线性风格抽象画，超脱于纷

繁的色彩，使注意力集中在线条本身传

达的力量。他的代表作《马荷宁》笔触

奔放，几笔粗犷的黑色线条相互交叠在

白色的背景之上，既展现了艺术家的狂

热内心又让人联想到现代城市建筑的钢

筋结构，兼具现代感和暴力感。克兰的

风格还对他的朋友保罗·倔内产生了影

响，将书法和抽象表现主义相融合，简

化了画面的色调和物象，专注于笔触背

后的抽象本质。

三、抽象的诗意，书法的灵魂

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分析道：

“中国的画……特别注意线，是一个线条

的组织，中国的篆刻也像画，不重视立体

性，而注重流动的线条……中国戏的程式

化，就是打破团块，把一整套行动，化为

无数线条，再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中

国传统文化中，内在的意识对于外在物质

的认知理念。西方艺术在经历了一系列摸

索变革后，与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在某些程

度上有共通之处。

（一）线条具有符号性与书意性

符号指的是艺术媒介，也就是说符号

是艺术的物质表现手段。抽象于现实物质

之外，不拘泥于再现自然，是一种创作手

段。书意性指的是书法家在创作时运用线

条进行抒情表意。西方现代主义逐步走向

抽象，运用线条独立成画，即表达了艺术

家的画意，这一特征二者兼有。

（二）线条具有音乐性

线条是有形的音乐，音乐是有声的线

条。二者同样具有韵律性，只不过需要不

同的感官去感知。中国艺术中线条的音乐

性体现在书法中，尤其是草书的笔法中，

字与字相连，起承转合酣畅淋漓。如唐代

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辗转回旋，

极富韵律感。西方艺术中线条的音乐性体

现在艺术家的绘画中，例如毕加索、马蒂

斯的人体，运用灵活多变的线条进行勾勒，

巧妙灵动地展现出婀娜多姿的女性体态。

（三）线条具有简约性

西方古典艺术注重写实和细节，画面

整体华丽繁重，热衷于用团块表现面和体。

而中国艺术则化繁为简，用线条表现胸中

天地。密斯凡德罗所言“Less is more”同

中国传统哲学理念“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竟跨越地域和时空交汇

在一点。

种种在艺术上的相互交融和创新，都

体现出人类的智慧与文明的伟大。艺术的

兼容与再造不是偶然巧合，是人类为了绵

延长存共同总结出来的法则和成果。只有

融合创新，文化才会永续，人类文明才会

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