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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E AND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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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记忆想象表现
——从速写看素描与国画造型的类同性

"绘画是一种艺术创造,艺术创作的主要方法是想象，而想象与记忆和默 

写不可分。”中国画创作过程中的一大特色就是重视直觉和依靠形象记忆与默 

写联想。中国画造型重在气韵与畅神，重在对对象本质性的描述，这里的"神”实 

际上是指客观对象之神韵与主观心象之神。而主观心象之神就包含了艺术家对 

生活对象的敏锐观察能力。形象的记忆能力，创造性的想象力，对表现对象充满 

激情，冲动，欲望。而本质性的描述则是指在勤学苦练的微观的基础上,不断地 

着眼于宏观的整体观察，着眼于默写与记忆的积累。它通过独具特色的长弧形 

飘逸，灵动的中国画线条的载体形式表现出来，使中国画呈现出多主观想象，多 

感性,重直觉，多随意性，情绪性的特点。

再谈素描。“素描”是指朴素描写的意思，实际上它是指与彩色绘画相对应 

的绘画的总称，凡是以较为单纯的绘画工具及单一的颜色在纸上所作的图画 ， 

皆称为素描。西方素描从早期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还没有明显的分类，集记实草 

图性、分析研究性、直觉表现性于一身,有很大程度的默写记忆性，多以长弧形 

的线条表现形式呈现。其后，素描受到了印象派对光色研究的影响及后印象派 

画家塞尚的几何减形观念的影响，开始朝光影素描及体积素描方向发展。尤其 

是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建立，加速了素描研究的分类化。契斯恰可夫素描体 

系的基础理论强调体面的透视概念,几何结构意识，淡化形体边缘线，而强调色 

调与形体块面透视的联系和细微分析，强调从整体观察到局部分析又回到整 

体。在表现形式上以块面为主和以短切线为主，将素描从理性角度推向一个极 

致。它作为一种研究性素描，提倡精确描写模特，重质感表现，重视透视空间的 

推移,重调子的运用与结构的结合，重在理解与分析，其特点是直接面对对象观 

察分析贯穿整个作画过程，相应减少了默写、记忆及表现的因素。建立了长期作 
业方式，这一类的素描有时费时竟达半年，二年以上。它对于表现物体光色体、 

质感量感、空间感的训练（作为造型能力的一个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画家 

为了追求一种"终极真实”而运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对体面进行无限的分解。（这 

和当时照相机的发明与运用无疑相关）。契氏体系的长期素描重在分析理解和 

研究，它已经从草图记实功能,创作准备手段，记忆想象及表现功能中脱离出来 

走向极端而成为一种独立审美样式。（当然,它无疑对写实性油画创作具有重大 

影响）。从它强调与形体块面透视的联系和对体面细微分析，注重光色体，质感、 

量感、空间感等全因素角度来看西方早期素描，古希賭、罗马素描，文艺复兴时 

期的素描，及同时期的短期素描,无疑都是速写。这一类素描的最终发展就是与 

照相机功能相结合而成为超级写实主义。随着艺术的发展，它已不能满足一部 

分艺术家表现的需要，因而另一类素描便应运而生，展示了作为造型艺术的其 

它功能，即默写、直觉、想像、表现功能。这更多的体现在写实性的短期素描及现 

代派素描上。（当然，写实性短期素描与现代派素描有区别，但不属本文论述范 

围，从略）。

不论是从伦勃朗、门采尔、康波夫或是俄国一批写实主义画家的短期素描 

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画家在理解基础上对形的惊人的默写记忆能力及大 

量生动的即兴发挥式的表现因素。尤其是伦勃朗的一些素描作品与中国画的大 

写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都包含了画家主观精神及感情的流露。在凡高的素 

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在形式上苦心探求，还反映出他对精神平衡的 

绝对唯美主义的追求，他用点线去表现他想象中变幻了的运动着的形态，使一 

切形体象在狂乱的动觉中升华。立体派画家勃拉克的素描集中在他积累的大量 

素描速写写生本上。显示出象古希腊陶画一般生动优美的线造型。埃贡、席勒对 

对象观察敏锐、细腻而又富于神经质、他用直追心意的线条记录下独具韵味的 

形象，其素描作品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这一类素描作品中不难看出它们 

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有些类似于中国书法功能,追求线条的直接表露，有意表现 

未加工的效果，长弧形灵动错落的线条具有很强的福绪性,随意性，对造型的表 

现也多重感性与直觉，凭主观心象的过滤而多以记忆默写的方式表现出来。（记 

忆默写又分完全默写式与不完全默写式）。它完全从全因素研究性素描的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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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色体，质感、量感、空间感等照相机功能中解脱出来，而专注于对形神，及线 

的表现功能的探求。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即兴发挥的方式记录下心灵中一瞬间颤 

动的火花，记录下自然对象的神韵与艺术家表现的冲动和热情。在作画过程中 

包含了大量的想象记忆因素。正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如果从长期全因素研究性 

素描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称这一类素描为短期素描或表现性素描，也可以称它 

为速写。

艺术是精神的物化。敏锐的观察认识能力，形象的记忆能力,创造性的想象 

力，对生活保持一种鲜活锐利的感觉，以及对艺术表现保持一种冲动和热情，不 

论在东方或西方,这些都是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不论是中国画或是西画，这些 

都是绘画艺术的基本要素。通过中国画造型与舶来品西方素描的比较,我们不 

难看出同是作为造型艺术,它们在某些方面是类同或暗合的。这些方面包括:在 

观察和认识方法上的重直觉和感性，重在理解与积累基础上的想象性，默写记 

忆性。在表现方法上的在掌握规律基础上的主观表现性、情绪性、随意性，似与 

不似。在形式上以长弧型线条为主的平面性,流动性。不同的是西洋素描经历了 

一个理性研究透视、比例、体积、空间、块面、结构光影的阶段。（素描与国画造型 

也有若干不同之处，但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从略）。自我国从西方引进素描写 

生方法以来，直到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全盘吸收，使我们习惯地将契氏的 

全因素长期素描视为正宗而代表西方素描。因而出现了认为西方素描与中国画 

造型相悖的说法。习惯于将契氏体系的块面，短切线、调子空间方式与中国画的 

长弧型线性平面结构方式相比较。将契氏体系的面对对象直接分析研究的观察 

认识方式与中国画的重直觉感性重默写记忆感知方式相比较，将契氏体系的从 

整体到局部再回到整体的层层推进，反复比较刻画的长期性表现方式与中国画 

的短期性,一次性到位表现方式相比较。殊不知西方素描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 

系统，因而这种说法有失片面。素描与中国画看起来是水火不容的两大体系，但 

却有一定的类同与暗合。尤其是通过素描的短期形式------ 速写，将素描与国 

画连接到一起，通过速写，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比例，透视、解剖，人体运动规律 

的了解，而这些正是西方素描的重要内容。对形态的把握,对生活的积累，对构 

图的训练，是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通过速写，使我们拉近了艺术与生 

活的距离，增加了艺术创新的活力。当这种积累达到一定阶段，艺术家就可以神 

形交汇，不必直接面对对象，通过想象而对造型随心所欲，信手拈来。这样创作 

出来的形象比实际对象更生动,更传神。而这又是中国画造型的精髓所在。作为 

速写，以上特点兼而有之。通过速写的方式将西方素描的比例，透视、解剖、运动 

规律作通盘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传统国画造型单一的问题。通过速写的 

方式将中国画造型重想象，畅神的感知特点融入我们对对象的观察表现中，使 

我们能够更主动,更自由地去把握对象。从本世纪初以来一大批国画家尤其是 

人物画家无不重视速写，因而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国画的好作品。从蒋兆和 

的《流民图》到周思聪、卢沉的《矿工图》。无不得益于西方造型意识的引入和速 

写的帮助。基中，如黄胄、叶浅予等可以说他们专业上的成功完全是以速写为立 

身之本。一些知青画家，在文革时期没有经过系统的素描造型程序训练，但由于 

长年坚持画速写，面向生活多积累，对造型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也为他们日后 

的成功打下了基础。正因为速写具有中西绘画的类同性,所以就非常自然地融 

入到了现代中国画中，它来自于西方素描，却有一支脚跨入了中国画中,它成为 

衔接素描与中国画造型的桥梁。

还是回到开篇所述:"绘画是一种艺术创造,艺术创作的主要方法是想象， 

而想象与记忆和默写不可分。"由于速写的默写记忆感知方式，就要求艺术家需 

要更大精力的投入,即使在我们没有拿笔在纸上作画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与感 

知也需要与自然进行对话，形象思维与生命情感的投入需要向动笔之外号更大 

时空中延伸，这与只能对景写生，离开对象更无从下手的思维模式不可同日雪 

语。可以想象，当我们的先辈吴道子当年在嘉陵江上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在大同 

殿上一日之内便绘成"嘉陵江三百余里”又是何等风光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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