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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情感 
     -- 张恩利艺术批判 

 

 
<美术馆里遗忘的铁丝> 布面油画 150x150cm 2011 

 

探究张恩利的绘画，让我们从他 2011 年的一幅近作开始。 

 

在名为《美术馆里遗忘的铁丝》的方形作品中，画面极为简单的由三个元素组成，彩色

的条状地板，一团杂乱、呈 8字形的铁丝和规整的隐在其中的田字格。彩色的条状地板笔直

的线条从画面右下角向画面左上角聚拢，而由曲线构成的铁丝，从左下方的大圆由下往上运

行，在画面的右上方聚成了一个小圆。整张作品以直线和曲线呈对角交叉的方式完成了构图，

它们的交汇点落在画面右上侧 1/3（黄金分割点）处，形成了视觉焦点。作为背景的田字格

被均匀的分布在整个画面，规整但隐约。画面中 显突兀与并不是色彩明快，却看上去不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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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真实”的条状地板，而是在画面上方由一团铁丝中“飞出”的一根。 

 

当仔细研读这幅绘画，我们会发现构成画面的与其说是地板和铁丝这两个物件本身，不

如说是夺人眼目的两种线条，规则的直线和不规则的曲线，更明确而言：呈矩阵的背景方格

和呈放射性的直线；由浓重的“湿笔”形成的曲线和淡灰的“干笔”留下的阴影曲线。 

 

在这幅作品中，张恩利绘画中 常出现的几个鲜明的元素均被囊或其中。我们将从这些

基本的元素出发，走近艺术家的绘画世界，去了解他的艺术风格并阐述他的艺术美学。 

 

 

一． 

 

张恩利绘画的 基本元素是在画面中作为背景，均匀分布于整个画面，隐约可见的田字

格。自 2003 年起几乎出现在他大多数的绘画作品中。这些规整的方格并不能简单的被视为

绘画本身，而更类似于绘画习作时用于控制构图均衡，把握比例而设置的辅助，这样的方格

我们可以在大量中国古代碑帖上发现。但问题在于：绘画笔触的自由似乎完全和碑帖书法所

要求的工整、限制不同；更重要的是，像张恩利这样一位可以对所绘物件形体进行成熟把握

的艺术家何以仍然需要这样的辅助？这样的田字格对于他的绘画而言是一种辅助还是一种

限制？ 

 

在寻找这个答案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观看《美术馆里遗忘的铁丝》这幅作品，发现张恩

利绘画中另一个鲜明的元素：曲和直的线条。虽然这样的提法看似可笑，因为绘画的构成无

外乎线条和色块，线条的组合形成所绘之物的结构，色彩填入其中显现出物的特性。但是，

在这幅绘画中，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被绘制的物件几乎只有清晰可辨的线条，即便是由色块

组成的条形地板，用于勾勒地板的直线也清晰可辨。而我们也无法将他的绘画视为完全由线

条和色块构成、并统治画面的抽象绘画，因为物的形状还是可以被辨识。曲和直的线条在他

的绘画中又为何如此异乎寻常？ 

 

在回答这些问题前，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张恩利的早期绘画（1991-2002），寻找线索。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大量充斥着夸张的，扭曲的线条，变形的身体和表情以及浓烈的色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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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几乎无法找到任何直线的影子，虽然他的早期绘画因为以人物为主，导致直线条的缺失。

但即使是在画面中出现那些由直线构成的物件时，直线也呈现出断裂或者“不怎么直”的状

态。2002 年，这是艺术家绘画中重要的一年，人物开始逐渐淡出，物件开始大量初见，但

画面仍然以曲线为主，即使是那些他绘制的物件本身因物理结构导致的直线条，依旧看上去

“不怎么直”。然而，在 2003 年的一幅名为《黑树》的小作（50X40cm）中，变化出现了，

我们在其中第一次发现了均匀分布，完全笔直，隐约的，“不属于绘画”的方格。在《黑树》

中，构成树干和枝条的曲线也沉静下来，他们呼应着作为背景的直线，游走在直线间，黑重

的色彩和组成树叶的色块，远观更似中国书法中笔触的表现。在这之后，他绘画中开始逐渐

多的出现田字格矩阵，特别是在他那个时期绘制的《树》系列中。即使色彩还是显的浓重，

强烈，但整个画面却安静下来，张扬的色彩消失了，即使是偶然作为树背景出现的红色调，

也显得暗淡、阴郁。田字格的出现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对画面效果起到了强烈的限制和约束。

也正是 2003 年后，在可供参考的作品图录中，除了一张《像标本一样去世的母亲》，代表曲

线的人物彻底从他的绘画实践中消失了（即使他偶尔为之的所谓人物画，也不过仅仅是人的

头顶部或后脑勺），取而代之的是用曲线对于物件的描绘。 

 

至此，从 2003 年，张恩利的绘画慢慢抽离了他绘画中原有的戏剧性表现和强烈的感情

喷发，这种抽离直接感官经验后呈现出的是他作品在视觉效果上的冷漠。但是，这种抽离，

这种冷漠，这种取代人的物件的出现，并不代表绘画中人的“不在场”。人虽然在艺术家的

绘画创作中消失，但他将绘制人的那些曲线笔触挪移用来描绘物件。更为重要的是，回到《美

术馆里遗忘的铁丝》这幅画作中，首先，这种几乎对角而成的，无论在东西方的绘画中都属

于慎用的构图，对于这点，作为画家的张恩利应该不会不知道。但为何他还是选择了如此冒

险的构图法？让我们来看他对于铁丝的表现，画笔在每个区域不断变化，从柔到刚，从浓到

淡，从干到润，纵横交错细长不安的线条散乱的“站立”在倾斜的地面，笔触看似简略潦草，

但充满张力，难以按捺律动的情绪。这样，铁丝的细曲线条和衬在其后的斜直宽线条在画面

中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突。由此，前景强有力的曲线完全削弱了对角的地面，作为地面的对

角斜线条完全在这些灵动的曲线下成为了一种具有装饰效果的背景。而在此中，那根向上“飞

出”，转而向下的铁丝尤为夺目，浓重的笔触跳出画面，仿佛田字格的限制以及地板的直线

完全无法约束住它。这些自由，浓烈的铁丝如舞蹈般，色重但形态轻盈。我们完全能够从这

些不规则的曲线中发现一种不可控，一种犹如山水画中自然的流动，一种自然背后属于人的

情感的流动。这种流动抵抗着作为背景的均一、刻板、毫无悬念的方格，同时，井井有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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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则、整齐划一的条状地板和不规则、夸张的曲线铁丝之间仿佛暗示着人的两种状态，这

两种状态，是艺术家绘画中人依然在场的证据，他通过曲直之间的变化，对比和冲突，并将

它们置于方格约束限制形成的网中，投射出人的理智和情感在这个日复一日，永复轮回的日

常世界中的交替和冲突。 

 

 

二． 

 

 
<拼花马赛克地面> 布面油画 130x160cm 2011 

 

或许，以上用张恩利绘画中曲线和直线，规则线条和不规则线条来暗示理智与情感之分

还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在他的一些绘画中，均一分布在画面的田字格有时会消失，在另一些

绘画中曲线也会消失，只剩下规则的直线。这样的绘画作品其实并不少见。在他一系列以马

赛克作为主题的绘画中，那些自由、不规则曲线就完全缺席。让我们来看一张名为《拼花马

赛克地面》的作品，在这张作品中，那些原先作为底格出现的，均一、规整的矩阵再现整个

画面，不过是以马赛克分割而成的图案形象出现，且呈 45 度角扭转成正菱形。在大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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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里，单块方形马赛克又组成了更细密的小方矩阵。这是张恩利对于方形矩阵 彻底的绘画

实践。在这张沉静收敛，带有冥想色彩的作品中，远观图案均匀分布，色彩单调，但当我们

靠近后会发现，色彩在每个大菱形图案中都发生着极为微妙的变化，更甚之处在于，在一厘

米见方的单块马赛克上色彩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从物理性而言，有人长期使用过的脏迹，

更多的是由于时间久远的自然风化，腐蚀，甚至脱落造成的扎眼的色彩。在这幅绘画中，张

恩利用直线构架了空间结构，用填充其中的色彩变化让时间可视化，在这种“空间-时间”

交错融合的绘画策略中，他通过色彩微妙改变，在看似单一、规整的图形和单调的颜色背后，

注入了“曲”和“杂”，正是这些“曲”，“杂”，让整个画面细腻，舒缓，虽然弥散沧桑和久

远之感，但仍然充满活力和音乐性，这也使得画面拥有了类似于巴赫复调音乐的特点：在单

一的赋格曲中，在由 A-B 音构架而成的主调中可以演化出无数细小但永无止尽的变奏。在张

恩利那里，色彩的纤毫之变正体现了人情感赋予画面的力量，这种力量较之单纯的曲线条表

达更具有强烈的暗示。这样由马赛克组成的矩阵母题，无论画面的马赛克是否组合有具象之

形，都一律呈现出如同铁丝的线条同样的“曲”、“杂”。 

 

当然如同曲线条会在张恩利的作品中消失一样，直线条和田字格同样会在他的绘画中消

失，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这两类虽然不多，但同样极为精彩的创作，一类是画面极简的作品，

通常整个画面只呈现几根弯曲的线条而已，另一类是画幅很小的小品化制作，同样画面构图

通常只有一个造型极为简约的物件。比如名为《两根皮管》的作品就属于前者，两根悬挂在

一个绳子上的皮管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以上，它们优美的曲线和画框边缘坚硬的直线

形成直接对话，而在画面 上方的那根因为被皮管悬重而稍微弯曲绳子平衡着整个画面充满

张力的气氛；而《透明盘子》和《三个孔》属于后者，整个画面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几乎被

这物件占据或相反，除此之外，别无其它。在《透明盘子》中玻璃杯体上形成奇牙齿形状奇

怪的留白，在《三个孔》画面除了三分之一处呈三角分布的三个小孔外，只有略带些色彩的

白墙，使得这些不大的作品表现的神秘而不安。无论是《两根皮管》这类作品充满张力的作

品，还是《三个孔》这类小但神秘的绘画，如果我们把这些作品的画框形成的正四边形看作

田字格中的一格的话，这样就很好理解画面中直线条和矩阵的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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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皮管> 布面油画 200x220cm 2010 

      

<透明盘子> 布面油画 80x100cm 2011       <三个孔> 布面油画 79x79cm 2011 

 

当我们审视完张恩利绘画的这些风格特点，让我们回到关于理智与情感的暗示中。均一、

隐约的田字格规范，有规则可循的直线条分布和散乱曲折的线条的对比、冲突；均一清晰的

方格和变化万千的色块之间的一种“空间-时间“关系；以及画框边缘的直线和绘制曲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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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直接面对面的交锋。这些所有的艺术特点使得他的绝大多数绘画作品充满细节和张力，令

人不安但同时又常常使人进入冥想。当观者面对画面的第一刻，我们可以通过物形带出理性

的判断，此为何物。但当仔细观看后那些曲线绘制线条和色彩的弥散变化又使 初的理性判

断之理（正确）发生动摇。至少，在画作前，那些原本经验化的看，构建在知识上的理智判

断多少会打点折扣。艺术家的绘画同时唤起我们内心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这两种体验构筑

了我们的人生，在受到种种规范的人类社会里，法律与道德，社会规范与经验判断，科学结

论和群体认同无时无刻 -- 如同他绘画中隐约的方格那样 -- 限制每个人的情感和行动，而

人被限制和规范后可能的结果也正如同他绘画中呈现的两类线条：被规范的，可以预见走向

的直线条和无法规范，无法预见的曲线。更多时刻，在我们身上这种曲线和直线往往同时存

在，让我们不安，挣扎，痛苦，纠结其中。 

 

 

三． 

 

张恩利又是怎么去选择他所要描绘的物件的呢？这种物件又如何与人的情感产生关

联？在他的绘画中，题材的选择看似随意，选择面看似宽广，然而，当我们纵观他 2002 年

以后的绘画，却发觉其实不然。自 2003 年后艺术家就一直聚焦于物件，这是些太过于寻常，

以至于将它们入画后变得非同寻常的物件。呈现弯曲的物件是他近年绘画中 经常出现的母

题，诸如皮管，铁丝，网兜。而此之外，他涉猎的物件大致分为四类，1.墙面和地面；2.

容器（容纳物之器，容纳人之器，如床和室内空间）；3.圆形物（包括球形，圆柱形）以及

4，除人以外的自然之物（植物及果实）。而所有这些物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一律

在画中显现旧且斑驳。选择这些物件入画，明显是张恩利深思熟虑，比较选择的结果。进一

步，我们发现，作品中的物件与其说是具象写实的，不如说它们属于极简写意的范畴。一旦

做出这样极简写意的绘画风格的实践，在绘画美学上执意追求单调，在技巧上追求不像，艺

术家就无异于站在刀刃之上，一不小心画面便会流于不折不扣的乏味。他的画面常常看上去

具备了这种乏味，画面缺乏色彩的强烈变化，内容了无新意，同样的母题不断出现，相同的

元素反复运用，一物一画面的情况更是大量出现，以至于画面中反复出现“孤立”效果。的

确，在他的绘画中，往往会给人以这种“离群索居”，无依无靠之感。这种离群索居的感觉

也正是现代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城市人 常有的感觉，表面聚集却内心疏离孤独，表面繁华喧

闹却内心凄冷无生机，艺术家用日常之“常物”，特别是那些被我们使用后抛弃的“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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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隐射当代都市中芸芸众生之“常人”的心理状态和孤立之感。 

 

或许由于这些物件太过于普通和日常，有些甚至毫不夸张而言属于垃圾之类，极易被人

所忽视，因此，当张恩利将它们入画后，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反而会使观者产生一种强

烈的陌生感和心理震动。艺术家通过他看似信手拈来的个人化的看和选择，在绘画中，转化

为他个人心手合一的对于物件的“凝视”， 终成为我们所有人对于熟悉的日常之物的再次

观看。这种再次呈现和再次观看，改变了我们原有对于物件一眼而过之“看”，变成一种面

对自己内心的“相互凝视”。 

 

 

四． 

 

 

<彩色纸筒> 布面油画 180x201c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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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材，风格和艺术美学之外，张恩利绘画中某些技法的选择运用和画面的处理同样加

强了他的艺术表现。特别是对直线与曲线条的不同处理，以及他对于色彩的运用。让我们再

一次回到《美术馆里遗忘的铁丝》这幅作品上，在对曲线条的处理上看上去有些潦草，有时

显出几分犹豫，若干阴影部分仿佛根本没有完成，而且实体的铁丝和阴影之间也毫无物理意

义上的光学对照关系；颜料的浓淡变化幅度不大，曲线偏用浓色调。此外，在这幅作品中我

们还发现，张恩利从不过多斤斤计较描绘细密的纹理，形式和空间上也显的不那么连贯，用

西洋透视法绘制的条形地板和前景类似散点透视绘就的杂乱铁丝之间没有物理上的依附关

系，而且用相同的质量感处理完成的近景和远景，即便这一条状地板是以焦点透视法绘就。

这些特点同样在他另一近作《彩色纸筒》上体现的更为明显：构图打底时的炭笔痕迹依稀可

见，画面上偶尔出现的“错误”线条和色彩或保留，或用其它色彩掩盖，在纸卷交接出有明

显的直线描绘痕迹。更重要的是，看似由焦点透视法结构的纸卷，显的平且笨拙，对颜色的

处理更显散漫和随意。在张恩利的绘画里，通过线条对比，色彩运用，“错误”的保留以及

看似随意的拙笔，成为一种与所谓绘画原则和传统的疏离，它们非但不是缺点，反而是他绘

画的主要成就，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进一步而言，从《彩色纸筒》和《美术馆里被遗忘的铁丝》两幅作品中，我们更可以发

现张恩利尝试改变、发展自己的绘画创作。对物的描画从几笔绘制的粗线条到一挥而就的细

线条，笔触更为灵动无序。设色从浓且阴郁转向轻盈、明亮，构图虽然依然撑满画面，但由

于淡的铺染，色和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减轻块面沉重的感觉，构图依然紧凑却不再

感觉如此压迫。这点尤其体现在《彩色纸筒》一作上，尽管构图依然拥挤，但对于纸卷的描

画只有一种简单表现：直线加圆。加上色彩的明快且不张扬，使整个画面沉浸在一种素净、

极为简洁的情绪中。这种不同寻常的画面情绪的变化，可能使观者更容易走近张恩利的绘画

世界，或许，更关键的是，对他而言，色彩不再被视为一种在绘画上可视的精神压力。 

 

 

五. 

 

当我们通过线条，色彩，画面构成，题材和技法运用上探讨了张恩利绘画中的各种呈现

后，我们会进一步发问，艺术家何以作出这样的艺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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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人认知世界万物， 终修身达己的重要方式，在《礼

记·大学》所提到的八目中“格物”被列为首。所谓“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简而言之，就是人通过对物之格（格：至也。即看穿物质

现象，而至其本来面目，方可得到其真象）， 终达到对事物，对人生的理解。在张恩利的

艺术中，他同样巧妙的，视觉化的用“格”来“看穿”他画笔下的万物。但是，当艺术家将

自己内心的秩序感呈现在条理分明的画格中时，这些结构并非一味地对所绘的万物进行摹

仿，如果仅限于此，他的绘画仅仅是复制万物之形而已，无关“致知”。在他那里所绘之物，

更可以被视为艺术家自由的心灵图景，是艺术家自我实践的工具和体现。画笔不再单纯具有

描绘的功能，而是自我修养的视觉显现。也正因此，绘画成为了一种哲学思维的彰显。 

 

在张恩利的绘画中，被规范的万物，有时总需要观者费点气力才得以辨识，物形被有限

度的保留，他似乎并不在乎物件距离远近之定位，而以密集和结实的造型单位或者截然相反

的疏离和寂寥创造一种概括性的视觉体验；他用摇晃的律动，不安线条的交织，明暗的流转

对比来去除画面物件的实体感，用厚重的笔法和简化的造型，借以形成强而有力的平面化图

案，而粗放的笔触效果更使得画面上的一切呈现平面化倾向。这些用抽象化的手法处理后的

物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时间-空间”指标，物件也失去了个别的特征，而

是被纳入了艺术家内心统一的“时空”。观者再也看不到详实逼真的物件原有的质理，光影

处理和表现细节。至此，艺术家在物件/自然形象与纯粹的绘画形式之间，找到了一种近乎

完美的平衡和力度体现，将现实世界伸手可及之物转化为极具表现力的淡薄意象。纵观艺术

史，那些具有变革精神的艺术家往往敢于大胆的跃入全新的形式领域，用新的方式赋予日常

以崭新的面貌，而且总会保留足够的熟悉度，确保可读性。对于张恩利而言，虽然他从不过

多的纠缠于绘画的“逼真”问题，但这或许因为在他那里“逼近什么样的真”才是他绘画之

哲学，即：通过直观所得到的心领神会乃是终极的真实。他所关心的，是一种精神与心理的

强大活力，而绝非仅限于对自然之物敏锐观察后的精确记录。 

 

对于任何艺术家而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忠实于自己的生命定位，人生体验和历史传统，

而不随波逐流，弄潮赶浪，就多大程度决定了他可能取得的艺术成就。近一百多年来，东方

艺术家往往处于一个两难之境： 在西方艺术思潮的冲击和侵淫下，如何选择自己的艺术走

向？如何在逆转和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之间做出抉择？又如何传承千百年来伟大的艺术遗

产？在张恩利的艺术实践中，他不断试图用“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以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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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模”（石涛语，见《溪山渔隐图》画跋）的绘画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张恩利的绘画中，他继承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传统：即刻意呈现真实的世界，把

时间，不起眼的物件以及承载它们的空间囊或其中的西方传统；以及极力将画家个人的人生

体验，个人修养和人生感悟投射到线条中的东方传统。 

 

理智与情感，这两种交织在每个人头脑和内心中的存在，在张恩利那里，以一种“格物”

之精神完美的再现，以绘画中 基本的线条呈现出来，规整的直和莫名的曲。而无论曲直，

在张恩利的绘画中，被衬以色彩，这些色彩从阴郁到明快，从沉重到轻盈，从智走向从心。 

 

张恩利正走向知天命之年，这个年龄从东方到西方，一直是伟大的先辈大师们艺术生涯

走向成熟和巅峰的开始，我们从他近期绘画中色调的转变仿佛隐约看到了他艺术创作中坚决

但轻盈的改变。对一位以理智与情感的交融来支撑自己绘画的艺术家而言，平衡自己缜密巨

大的理性和充沛、细腻的情感，是一条刀刃上的道路，我们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八

个字来预见他今后的艺术创作之路不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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