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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具的设置还是油色的薄涂，无不

展现了其对西画民族化的悉心探

索。而陈抱一的《香港码头》则

创作于 1942 年，描绘了 40 年代

香港的渔村景象。蓝绿色的大海

上停泊着渔船，岸边的渔民们等

待着归帆，夕阳将他们的身影长

长地投射在岸边。画作色彩典雅、

富含诗意，造型流畅概括，既富

现代主义艺术的美感，又深深地

烙有中华民族的时代印痕。

上海之缘

刘海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

的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

和美术史论家。《巴黎圣母院

夕照》创作于画家第一次旅欧

期间，是其 20 世纪 30 年代的

重要代表作。作品在对光线的

表现上展示了来自印象派、特

别是莫奈的影响，但刘海粟更

为追求画面的沉稳与均衡。他

以对称的满幅构图和黄绿色的

暖色调刻画巴黎圣母院，用笔

深沉厚重而富有弹性，驭色错

综有序，充分体现了他对中西

艺术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融合。

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的《窗前

女人体》，创作于她第二次赴法

期间，这一阶段也正是她艺术创

作上的高峰期。“窗前的女性”

这一传统的西方绘画题材常常通

过窗内外的景象暗示人物的内心

世界，连接现实与想象。本作用

色大胆奔放、对比鲜明，融合了

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等的风格特

征，展现了潘玉良在艺术上的广

泛吸纳与创新。

毋庸置疑，上海与“印象派”

有着很深的渊源，且不论自上

世纪 20 年代最早一代油画艺术

家已将“印象派”的艺术手法

与思想引入中国，单说这些年

来，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

举办过的大大小小的“印象派”

绘画艺术大展，就不下十数个，

每一次无不引起轰动与追捧。

不论“印象派”作品如何反反

复复排列组合，上海观众始终

热情如初。可以说，在诸多来

沪的西方艺术流派中，上海似

乎独爱“印象派”。

上海这座城市之所以特别

喜爱“印象派”绘画，一方面是

源自开放、包容、浪漫的城市气

质；另一方面，印象派绘画把对

自然清新生动的感观放到了首

位，让目睹这些作品的观众无

不心情愉悦明快。正是一种“素

以为绚”的艺术理念，使得“印

象派”绘画借极度平凡的日常之

物，彰显幻化无尽的光影，也

展现了真实生活之中最本质的

美感与美好。对此，上海博物

馆展览部副主任褚馨认为：“一

直以来，印象派的展览在全世

界范围内颇受欢迎，究其原因，

也许是因为印象派艺术与自然

更为亲近，与生活更为贴切，

与人的情感更为交融。这种艺

术的生命力和真诚感，如同阳

光普照着世间万物，即便穿越

一个半世纪的时光，仍然与今

天的艺术家和观众心意相通。”

事实上，无论东方西方，捕捉

明丽闪烁的光线、描绘日常生

活的印象派成为展览的“爆款”

密码，反映的正是人们对画面

所描绘的美好日常生活所发出

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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