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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论达
·

芬奇的
“

镜子说
”

顾 玉红

9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

安徽 芜湖 � !。。�:

哗热闹的场景
,

跨河的拱桥
,

鳞次栉比的店铺和吃喝

的摊贩
、

挑担
、

拉车的劳动者和骑乘的达官贵族 的形

象
,

以及河上行驶 和停靠 的大木船
,

似乎观者也跟随

作品中的形象而进人到那个远古的繁荣时期
。

而在欣

赏达
·

芬奇的惊世名作《最后的晚餐》时
,

又会被作品

中生动而真实的形象和场景所深探打动
。

作 品画的是

耶稣在餐桌上向他的弟子宣告
“

你们之中有人出卖了

我
”

之后的震惊场面
。

这一题材在芬奇之前就有不少

人曾画过
,

但大多是把叛徒犹大单独置于餐桌的另一

端
,

芬奇别具匠 心
,

将十二门徒放在一起
,

通过他们听

到这句话后不同的动作和表情来表现这些 门徒各 自

不同的性格和心理状态
。

有的震惊地从座位上跳起

来
,

有的愤怒地操起餐刀准备严惩叛徒
,

做贼心虚的

犹大露出神色慌张的表情
,

一只手紧握着卑鄙勾 当换

来的钱袋
,

身体不由 自主地向后仰去
,

充分暴露出贪

婪可鄙
、

奸诈阴险的丑恶内心世界
。

在这幅画中
,

既有

! ! �

体的能动作用
,

离不 开艺术家主观意识的限制和影

响
。

因此
,

艺术家对世界的认识又是一种能动的认识
,

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并创造客体的艺术加工
、

艺术提

炼
、

艺术创造的实践过程
。

绘画从视觉上再现生活
,

不等于只表现视觉上的

逼真
,

也不局限于表现可见的事物
。

艺术家创造的艺

术形象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审美认识并按照美

的法则
、

美的规律进行审美创造的结果
,

同时又是观

众的审美对象
。

如毕加索的作品《格尔尼卡》
,

表达了

他 自己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慨
,

同时也表达了西班牙人

民乃至全世界人 民反法西斯的感情
。

绘画通过视觉形

象的描绘
,

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
,

还可 以使欣赏者联

想到没有出现在画面上而又和画面形象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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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的限制
。

西方从古希腊及文艺复兴时期的
“

摹仿 自然
”

说

到近代
“

再现现实
”

说
,

中国从隋末姚最的
“

师造化
”

到

石涛
“

搜尽奇峰打草稿
”

的主张
,

都承认艺术来源于现

实
,

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

这些观点正确地表明

了艺术的客观根源
,

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 的原则
,

符

合艺术创造的实际情况
。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有经典性论述
; “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

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 Φ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
,

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

⋯ ⋯

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矿藏
,

这是 自然形态

的东西
、

是粗糙的东西
,

但也是最生动
、

最丰富
、

最基

本的东西
,

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的唯

一源泉
。

这是唯一源泉
,

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
,

此外

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 , ,
〔。」〔Β , ∀ :

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
,

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

这是

一个根本的原则
,

必须肯定
。

鲁迅说
; “

因为世间实在

还有写不进小说里的人
。

倘写进去
,

而又逼真
,

这小说

便被毁坏
。

譬如画家
,

他 画蛇
,

画鳄鱼
,

画龟
,

画果子

壳
,

画字纸篓
,

画垃圾堆
,

但没有谁画毛毛虫
,

画癫头

疮
,

画鼻涕
,

画大便
,

就是 一样道理
。 ’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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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固然

来源于现实生活
,

但又不是现实生活
,

应高于现实生

活
,

就把现实 中各类事物不那 么明显的本质
、

真理形

象地揭示出来
,

使观众通过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典型认

识真
、

理解善
、

欣赏美
。

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动性
,

首先表现为艺术作

品反映出来的生活
,

总是渗透着作者对实际生活的感

受和认识
。

一个艺术家进行创作
,

不能也不必要对实

际生活进行纯客观的模拟
,

而应用 自己的感受和认识

对生活素材进行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
,

由此及彼
、

由表

及里进行艺术加工改造
,

从而表现出 自己的意愿及对

生活的评价
,

最终达到艺术的真实
,

给观赏者以美 的

感受
。

艺术反映生活的能动性还表现在对于生活中的

自然形式进行符合一定艺术表现规律的改造
。

中国画

家强调绘画妙在
“

似与不似之间
” ,

既要画得像生活实

体
,

又不能对实体不做改变照样描摹
,

要在笔墨练达

之中
,

使形象更具艺术性和感染力
。

任何艺术作品的形象都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的统一
。

鲁迅说
,

艺术家的创作
“

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

个雕像 ⋯⋯
,

其实是他 的思想和人格的表现
” 。

闭9Β ‘
� :

浪漫主义偏重主观表现
,

强调情感与理想
<现实主义

艺术偏重客观再现
,

强调写实与逼真
。

德拉 克洛瓦是

浪漫主义大师
,

其代表作《自由引导人 民》中 的 自由女

神形象是主观理想的象征
,

同时也是人民 的化身
,

这

幅画所反映的是 ! Χ ≅� 年法 国人 民七月起义的这一历

史事件
。

现实主义艺术代表画家库尔贝的《打石工》
、

《割麦的农妇》等作品
,

真实再现了 !> 世纪法 国普通

劳动人民的生活
,

看起来一切都符合客观实际
,

但 画

中所体现的不正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独特认识

和评价吗 Φ 又如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毕加索的名作《格

尔尼卡》
,

从创作方法来看
,

显然侧重表现主观的强烈

思想感情
。

但是
,

他的思想感情却有着社会生活的客

观根源
,

如果没有德国法西斯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毁

灭性的轰炸
,

恐怕也不会有这件名作问世
。

正如毕加

索 自己所说
; “

艺术家同样是一位时刻留心世界事物

的人
,

他们可能悲痛
、

激动或幸福⋯⋯ 怎能 以默然 的

态度超然于生活之外呢 Φ ”再如罗中立运用照相写实

主义手法创作的《父亲 》
,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客

观地再现
,

非常注重细节的逼真
。

但观众站在这幅画

前被强烈地感染和震撼 了
,

他们体会到在这一客观地

再现的艺术形象里面
,

恰恰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情感和

主观态度
,

及他对现实生活的理想
。

艺术反映现实美
。

中外艺术史上大量优秀作品不

仅具有感性的生动具体性
,

而且达到了对理性的普遍

必然性的把握
,

创造出感染人们思想和情感的成功艺

术形象
。

如法国农民画家米勒在他的名作《晚钟》里为

我们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景象和美
。

画面上
,

在暮色

苍茫的天空下
,

一对衣着朴素
、

身体健康的农 民夫妇

在 田野里俯首相对而立
,

置双手于胸前
,

身边倒 置一

辆手推车和一个盛马铃薯 的篮子
。

他们辛勤劳作了一

天正要 回家
,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
,

于是他们脸上显

出虔诚肃穆的神色
,

心情平和地做起了晚祷
。

这正是

法 国 !> 世纪典型的农村生活景象
,

画面展现给我们

的是劳动人民善 良淳朴 的性格美和人与人之间和谐

诚挚的关系之美
。

又如达
·

芬奇《蒙娜丽莎》
、

伦勃朗

《戴金盔的人 》
、

勃鲁盖尔《农民舞蹈》等历史风俗 画
,

成功地表现 了画家所生活时代的各类生活事件的社

会关系之美
。

中 国古代画论中
“

师造化
”

说 与西方
“

摹仿
”

说
、

“

镜子
”

说十分相近
,

也是以唯物主义方法看待艺术与

现实的关系
,

认为现实是艺术的根源
,

强调艺术家要

向 自然学习
,

要真实地反映现实
。

总之
, “

镜子
”

说
、 “

摹仿
”

说
、 “

师造化
”

说
、 “

再现
”

说都在艺术 的哲学基础 问题上摆正了意识与存在的

关 系
,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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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基本上都是唯物的
,

也因此引导着中外艺术家以

唯物主义观点创造出大量优秀的具有艺术真实的艺

术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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