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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从法学到艺术：马蒂斯与美术的结缘 

张彩霞：本次展览主要（的展品）来自法国北方省勒卡托-康布雷奇马蒂斯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刚好

在扩建和修缮，所以几乎所有的藏品都来到中国了，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马蒂斯生在法国北方省的一

个小镇博安1，毗邻弗兰德斯平原2。虽然他的绘画生涯并不是在此开始，但是他的根在那里。弗兰德

斯人（往往都）异常坚毅，而且非常认真。马蒂斯跟我们对艺术家形象的传统想象不同，他很严肃，

他们的朋友和毕加索派的人都称他为“教授”，不称他为“艺术家”。 

 

首先来看一幅人物画和一幅静物画。人物和静物其实是马蒂斯艺术生涯中最主要的两个题材，（用）

来颠覆传统的西方绘画。 

       

图 : 亨利·马蒂斯，《罗马尼亚罩衫》， ，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图 ：亨利·马蒂斯，《绿色冷餐柜》， ，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1 博安昂韦尔芒多瓦（法语： ）是法国皮卡第大区埃纳省的一个市镇。 
2 弗兰德斯（ ），是欧洲纵跨荷兰南部、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的一片低地，法语音译通常为弗拉芒。法国北方省传统上也属

于弗兰德斯区域。弗兰德斯的战略位置相当重要，20 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爆发，二战时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就

发生在弗兰德斯海岸。 



 

 

这两幅画都有油画（与之）对应。（版画的版本）跟油画（的）其实差不多，甚至在每个细节上都一

样。马蒂斯在 年代之后做了一批自己满意的画作，他会去对应着再做一些版画。因为油画具有不

可复制性，一张卖完了就没有了，但是版画就可以（复制）。当然他们也有（业内公认的）规定，不

能（印刷）超过 张，因为重印太多就没有价值了。 

 

这幅人物画的颠覆性在哪里呢？是在于人物本身，还有人物的服装，以及它的面孔和背景底色，它们

是互为图底的。待会儿去看里面的素描和速写，我们会有更深的感受。 

 

马蒂斯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都是通过静物画来进行（艺术风格探索）。从对印象派的探索，再到点

彩派和野兽派的实践，随后他甚至也尝试过立体派，最后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的装饰性（艺术）。我

们今天看到的静物画不多。虽然这个美术馆（的藏品）是他自己以及他的子孙后代和朋友捐赠的，但

是成品的油画作品大部分都被美国人、德国人还有俄罗斯人在（画的）颜色还没干（的时候）就收走

了。 

 



 

 

 

图 :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个展厅（图 4）都是马蒂斯学生时代的作品。马蒂斯是大器晚成的，他 岁才开始学画。 世纪

末 世纪初的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要在巴黎成为艺术大师非常难，更何况他都 岁了，而毕加索

（ ） 岁就会画画， 岁就有个展了。 

 

马蒂斯的父亲是一个种子商铺的店主，希望他子承父业，但是他身体不好，所以大家就是建议他的父

亲送他去巴黎学法律。跟我们现在很像，大家一般建议自己家小孩报考专业（的时候）报法律，千万

不要从事艺术。他学完法律之后就回到巴黎去做律师事务所的书记员。马蒂斯说自己其实在学法律的



 

 

时候对艺术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甚至在巴黎期间都没有去过卢浮宫。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走上艺

术的道路呢）？ 年，他生病了，他同病房的一个病友就建议他可以临摹画作打发时光。他母亲

就给他买了个颜料盒，颜料盒上有个水墨坊，那种荷兰的老派风景画。他就开始临摹上面的画作。从

那以后，他觉得自己对绘画有了兴趣。 

 

因为（博安）是一个纺织重镇，当地的政府会组织一些免费的学校，让老师教（镇上的）企业主或者

年轻人一些简单的素描等等。马蒂斯就去上这个课。但是他（同时）还是在从事书记员（的工作），

所以他就相当于上了现在的“夜大”一样。他非常勤奋努力，上班之前就去上课，吃过午饭再去上

课，下午下班了之后再去画画。所以并不是到了巴黎之后他才奋发图强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

始（努力学习）了。遗憾的是，他喜欢的一个学校被叫停了，因为他们不教学生按部就班去设计挂

毯，而是教他们去像印象派一样（创作）。之后马蒂斯就辞去了工作，去巴黎学习。到了巴黎之后，

他先是拜访了布格罗（ ）。布格罗在当时是法国艺术家协会的会

长，是法国最有影响力，也最富有的画家，相当于法国艺术界的教皇。 

 

布格罗看马蒂斯不太会画，就建议他去自己的朱利安班3（付费）学 节课。但学了之后马蒂斯肯定

也不满意，因为那种学校是应试教育，所有的学生都是以考上巴黎美术学院为目的的，教学很教条

 
3
 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 



 

 

化。 年 月的时候他提交了一幅《裸体习作》，巴黎美术学院没有录取他，所以正儿八经讲，马

蒂斯其实没有考上巴黎美术学院，他是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进去的。巴黎美术学院当时有三个老

师，每个老师都负责一个工作室。其中一个老师叫古斯塔夫·莫罗（ － ），

他（的工作室）有空位，（马蒂斯就）在去画室的路上把自己的画作给他看，他觉得 ，（马蒂

斯）就去了他的画室（学习）。

 

我们这里看到的作品，几乎都是马蒂斯在跟随莫罗学习的期间去卢浮宫临摹的作品。莫罗最伟大的地

方就在于他每周三和周六的下午都会带学生们去卢浮宫临摹大师画作。那个时候的卢浮宫不像现在这

么火爆，（他就让）学生们把画架架在不同的画前面，去找自己喜欢的大师（作品来临摹）。学生之

间可以互相评价谁画得最好，每个人都可以去探索属于自己的那个大师。 

 

马蒂斯最欣赏的（画家）是夏尔丹（ ）。这个展厅里马蒂斯临摹夏尔丹（的作品）

有三幅，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临摹夏尔丹（鳐鱼）》（以下简称《鳐鱼》）（图 ）。 



 

 

 

图 : 亨利·马蒂斯，《临摹夏尔丹（鳐鱼）》， ，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

心提供。

这幅画他一共临摹了 年半，相当于整个跟随莫罗学习的时期（他都在临摹这幅画）。大家可以在手

机上搜索夏尔丹的《鳐鱼》，乍一看马蒂斯画得跟夏尔丹很像。但是你仔细看马蒂斯画的，没有一个

细节是一样的，所有的“形”都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色彩。著名小说家普鲁斯特（

）在自己的小说里对法国，乃至当时欧洲的各种画家的作品都有一个很精准的描绘。普鲁斯



 

 

特曾经（有一篇评论夏尔丹的文章）最后一句说，《鳐鱼》中间的这一块就像教堂中彩色的中殿，就

（体现了）夏尔丹对色彩的把握。 

 

   

图 : 让·西梅翁·夏尔丹，《鳐鱼》，1728；图 7：法国斯特拉斯堡主教座堂教堂中殿。图源网络。

 

我们退后看（马蒂斯的《鳐鱼》）的话，（会发现）其他形状都没了，只剩下中间这一块。所以可以

说这样一幅作品再现夏尔丹的同时，也画出了马蒂斯自己。这跟他今后一直要走的“探索色彩”的这

条路是分不开的。 

 



 

 

并不等同于野兽派的马蒂斯：以他的自画像为例 

张彩霞：讲马蒂斯肯定要讲野兽派，甚至很多人认为马蒂斯就等同于野兽派，有一个大主题叫野兽派

的革命。（马蒂斯属于）野兽派的画作主要被美国的画商收去了。当时 年野兽派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它的批评非常大，但是美国的画商认为批评越大，越有商机，到以后说不定就越值钱。 

 

图 : 亨利·马蒂斯，《自画像》， ，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我经常呼吁大家不要把马蒂斯等同于野兽派。我们要清楚的是，野兽派从来没有纲领性文件，也没有

固定谁是野兽派。野兽派之所以重要（不是在于它的绘画风格如何具有代表性，而）是在于两点：第

一，它是 20 世纪欧洲第一个（主义）（ ），此后比如立体派、未来主义、极简主义、表现主

义、抽象表现等等都用“ ”来作为（一种绘画理念的）命名（后缀）了。第二个是（当时）那么

多美国和德国的画商收了野兽派的作品，这对后面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非常大。 

 

从 年开始，马蒂斯的作品已经没有野兽派（的风格）。野兽派其实就（盛行了）短短的三四

年， 年到 年。简单来说，野兽派就是色彩艳丽、笔触粗犷。色彩艳丽在于赤、橙、黄、

绿、青、蓝、紫全部都试一遍，（而）色彩不再（用来）表现光线（明暗），而是要表现色彩本身。 

 

从丢勒（ ü ， ）开始，到伦勃朗（ ）、梵高

（ ），再到培根（ ），他们都有很多自画像，但是

马蒂斯和毕加索他们都很少画。马蒂斯一共画过四幅油画自画像，这是最后一幅。这幅画他画完之后

带去给雷诺阿（ ）看过。据马蒂斯自己回忆，雷诺阿觉得也不怎么样，

但是他认同其中的一点：黑色线条的运用。这幅画重要的不是说它延续了自画像一贯的风格，又或者

（画里的）他到底哪只手拿画笔，（这幅自画像）是镜像的还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用黑色的线条把人



 

 

物、服饰、背景这三个不同面进行了分割。黑色在其中凸显出来之后，各个色块都独立出来，它（色

彩）的表现性就（展现）出来了。 

 

以上就是关于我们要如何去正确看待野兽派和马蒂斯以及和欧洲绘画的关系。 

 

图 :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两个毕生的追求：使人获得放松与宁静、探索自我的元素与符号 

张彩霞： 年代到 年代是马蒂斯最具争议的一个时期。因为当时世界动荡不安，他躲到尼斯专画

人体，大家就批评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外面）都打起来了，（有各种）人员伤亡等等。这（其

实）（体现的）是马蒂斯毕生的一个理想，他认为自己的绘画就是要让人放松、舒服和宁静，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喜欢马蒂斯的一个原因。 

 

 

图 ：特邀导览现场， ， 。图片由 提供。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色彩，（展厅里）表现色彩的在三楼有挂毯和几幅人物画，另外一个

就是线条，这整一个展厅里都是它的速写、素描和版画。在展览一开始的时候，石版画是彩色的（如

图 2 和图 3），这里的石版画（如图 ）全部都是黑白的，相当于是一个速写速描的过程。为什么要

把黑白的也做成石版画？这个问题是开放性的。马蒂斯（的作品）会有一些独特的符号，甚至包括他

勾勒出来人物的模样。我们主要看一下这两幅（图 ），大家可以发现：用一根长线条，从肩膀到背

部，再到腰部、臀部就有了一根长线条，他就能够表现身体的韵律。跟这个长线条对应的是另一侧的

曲线和多个短线条，所以线条在马蒂斯这里不仅是有韵律的感觉，而且（通过）长线条和短线条的对

比，身体的体积感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图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他在 年代、 年代画了很多这样的画。分两类，一类就是极简的，（画）人物本身，另外一类就

是最复杂的，被包裹在各种织物和装饰中的人物。那么像这一幅还有旁边那一幅，这个女星的手放在

自己头上，很随意的神韵感一下（就表现）出来了，其实就（只有）寥寥几笔。 



 

 

 

图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这里几乎所有的石版画都有对应的油画，他对这个（系列的创作）是很满意的。油画都散落在世界各

地了，但是石版画和它的素描马蒂斯都保存了。像这一幅是石版印刷，如果是铜版画的话，线条会更

尖锐一些，石版画它的优点就是（表现效果）几乎跟油画一样。看到这些（画）的时候，我们大家可

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给它填什么色？你再去对看马蒂斯的这幅画，他填的是什么颜色，

会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图 ：亨利马蒂斯，《穿彩色条纹裤的大宫娥像》， ，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提供。 

 

 



 

 

我们刚才说让人放松和舒服是马蒂斯毕生的追求。（除此之外他）其实一直很想当“装饰大师”，就

是最好有人请他去做一整面墙，最好是市政厅这样的一个壁画，但是没有（机会），大家并不太认可

他。唯一一个大壁画就是在 1930 年代，在巴恩斯本人请他给巴恩斯基金会4做了《舞蹈Ⅱ》这个壁

画。但是那个时候他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跟巴恩斯之间的关系后来也没有（延续下去）。 

 

图 ：亨利马蒂斯，《舞蹈 》， ，巴恩斯基金会。图源网络。 

 

旺斯礼拜堂所有的东西都是马蒂斯晚年的时候设计的，他把毕生的元素符号都融入其中，窗户上花朵

的形状、在墙壁上面的圣母圣子，跟楼下速写的形状都是能够融通在一起的。马蒂斯自己不信教，他

 
4 巴恩斯基金会（ ）由美国商人、收藏家阿尔伯特·C. 巴恩斯（ ）创立，自 年起向公众开放。该

馆目前藏品数量超过 4000 件，以印象派、后印象派和现代派画作为主。创始人阿尔伯特·C. 巴恩斯（ ）是一名药理学

家，曾开发出治疗眼部感染的抗菌剂并建立一家医药公司，为其艺术收藏积累了财富。他从 1902 年开始收集艺术品，致力于建立当

时“最杰出的现代艺术私人收藏”。 



 

 

觉得教堂很压抑，但是他希望他设计的教堂可以（让）大家进去了之后觉得是阳光的，光是可以透过

一整面墙壁（的花窗）透射下来的，而不是像他小时候去到的教堂（一样）比较阴暗。 

 

 

图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马蒂斯说，一个艺术家伟大与否，在于他在艺术史上（新）引入的符号有多少。他说的符号（包括）

比如很多装饰性的纹样和图案，我们（一看）就会（知道）是马蒂斯的。这样的符号不仅在于纯粹的



 

 

线条，你说它是花朵也好，仙人掌也好，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它把那个东西变成了自己的符

号，在他的所有的创作期间都会放入的一个符号。 

 

比如说我们后面看到的这几个像面具一样的头像，这是他纪念自己的这个朋友，阿波利奈尔

（ ），其实阿波利奈尔跟马蒂斯关系也没有那么好，他更喜欢毕加索，

更推崇立体派，但是马蒂斯还是做了这个（创作）。1920 年，马蒂斯应俄罗斯芭蕾舞团的邀请，开

始设计芭蕾舞剧《夜莺之歌》的布景和表演服装。他在服装和帷布上设计的图案就跟这个一模一样，

包括待会大家下来再去看那个圣母和圣子图像，也是非常类似。还有到最后他画的一些他助手的脸

谱，都是一样的（符号），到最后的剪纸，有两个大型的墙壁剪纸里面都放了这个（元素）。对于画

家来说，他自始至终要强调属于自己的一些符号。 



 

 

 

图 ：亨利·马蒂斯，《三个头，致友谊》， ，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 。图片由法国北方省

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

 

这个展厅（图 ）里面集中了马蒂斯的一些符号，比如小丑、伊卡洛斯，还有塔西提上的湖、天

空、海洋等等的形象。这个（图 ）与其说是小丑，还不如说就是（在）舞蹈的人形。这些舞蹈的人

体线条形状，是从他 年开始为俄罗斯商人休金（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Щукин ）

设计家中的大油画开始就（使用的）。（他为作品取的）这些名字有一些跟他的经历有关，比如说他

从小就想当小丑，当然没有人支持他当小丑。他非常喜欢去看剧，看马戏等等这样的东西。 



 

 

 

图 : 亨利·马蒂斯，《小丑》， ，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大家说马蒂斯像教授一样，但他其实也蛮叛逆的，他不想走正常的职业的路径。后面的这一个螺旋的

形状，在这一幅里面它是为一个人的墓设计的栏杆。这个形状在它设计《夜莺之歌》的舞台服装上已

经有了，他最后一幅剪纸作品《蜗牛》（图 18）里面其实也有，是一以贯之的。他会在不同的时期

强化这些元素和符号。 



 

 

 

图 : 亨利·马蒂斯，《蜗牛》， 。图源网络。

 

他剪纸最主要的一个时期是从塔西提回来之后。塔西提很有名，高更就是银行家不干了，到塔西提画

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又以高更的这个经历为素材）。从塔西提之后，他其实没怎么画画。

这两个剪纸是 年（创作的）了。这一幅（表现的）是大西洋上空，这一个是大西洋的海洋。我

去北京看这幅画的时候带着我们家孩子，他觉得很像，他说这是躺在地上看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

（因为）那种纯真（，所以孩子能看懂他的创作）。马蒂斯之前给他妻子的信（里写到），他到了塔

西提之后，发现那里的阳光和海水（和尼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每天把自己泡在水里。当然这是



 

 

（他去了塔西提）十年之后，也不能说这一定就是塔西提的天空，里面更多的是马蒂斯自己的元素，

有评论者说这个是仙人掌，象征着生命力，等等。 

 

 

图 ：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当然可以这么去看，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引入属于马蒂斯自己的符号”这个角度去看：

年之后，跟野兽派分道扬镳，他（就）一直在探索一些属于他自己的形状。

 



 

 

马蒂斯：“我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表现’。” 

张彩霞：马蒂斯画的人物穿着都比较时尚，他跟其他画家（的用意）不一样，他是为画面本身（的表

现力）服务的。马蒂斯传记作者写完两卷本的传记之后开，发现织物对于马蒂斯有着从根开始的影

响。他出生在博安（这个）纺织之乡，整个欧洲的高档纺织品都出自他的家乡。他的母亲，他的第一

个女朋友（ ），他的妻子，他身边的一些女性都从事跟织物有关的（工作）。 

 

图 :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比如）他的第一个女朋友除了做绘画模特之外也做衣服。最开始马蒂斯的画卖不掉的时候，他和妻

子就靠开帽子店来维持生计。所以马蒂斯本人（受织物的影响很深，甚至）对织物做了一个小型的收

藏，后面这件袍子也是马蒂斯自己收藏的。我们可以把这幅画和这件袍子对照起来看，那一件衣服和

他画的这个女性穿的是同一件，但是看上去很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这一幅画它（里面的人物）形

状很奇怪，脖子特别粗，头特别小，脸上的五官没有辨识度。 

 

 

图 ：亨利·马蒂斯，《穿蓝色冈多拉宽袍的女子》， ，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图片由法国北方省省

立马蒂斯美术馆提供 。



 

 

看这一幅画我们一定要把画面本身和背景对应起来。它这幅画整体看上去很潦草，一般喜欢传统艺术

的（观众）会觉得这幅欣赏不来，太潦草了，但是推远来看，你会发现马蒂斯毕生要去做的一个事

情：表现。表现不是再现具体的一个对象，那件袍子只是他拿来为这个画服务的。这个蓝色还是这个

蓝色，但是这个蓝色和后面的赭红色并置在一起之后，整个画面的黄色（就变得）非常突出，跃然纸

上，很远就能看出来。但是你看那件袍子，其实那是金色，也不是黄色，（和画里画的）还是很不一

样的。 

 

我们看这一幅，这两个是差不多时期的。这是马蒂斯比较常用的两位模特，他也给他们穿上了色彩

（鲜明）的衣服，但是他把背景和地面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成了不同的空间，他同时在这个画面的两

侧，又把自己画的简笔画放在上面了。这也就是他要做的装饰性：人物和背景是“互为图底”，互相

融合在一起，两边墙壁上的画甚至比这两个人物本身还要相对更仔细一点。这幅里面还不是那么明

显，他有一些画作就是前景的东西后退了，背景里面的东西反而出来了。 

 

马蒂斯也喜欢点彩派。修拉（ ）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他专门研究过修拉的边

框，在这个挂毯里面（体现得）特别明显。挂毯本来是平面的，他要把立体的东西放进平面，同时突

出其平面性，所以马蒂斯在设计挂毯的时候把边上全部画上了（花纹），用线条勾勒了一遍。 



 

 

 

图 ：特邀导览现场， ， 。图片由 提供。 

 

红色是马蒂斯用得比较多的一个颜色。美国某博物馆的一个展曾把（马蒂斯）《红色工作室》和这间

工作室里的东西全部并置在一起。大家可以把（展览里的）那幅画找出来和这幅画对比。这个挂毯是

平面的，但是画面里的物件反而让它（变成）三维了。那一间红色画室是三维的，但是它让里面的物

件全部（变成）平面或者线条了，没有体积感。很多时候我们去了解艺术家的时候可能要把他们（的

作品）放到这样一个瞬时（的空间，或者）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否则就会很难理解。 



 

 

 

图 ：亨利·马蒂斯，《红色工作室》， 。图源网络。

 

张彩霞：马蒂斯他究竟为什么伟大？为什么他被称为现代艺术大师，跟毕加索齐名，（但）他一辈子

的作品远远不如毕加索多，他非常谨慎，而且他（画得）很慢，他是刻意地去造成一种看上去很放



 

 

松、很潦草的感觉。你看这幅画（图 ）看上去很潦草，没有细节：地面是用横的线条，墙面是用

竖的几根线条，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跟小孩子画的没什么两样，红色是一个红色，都没有做区

分，人物全都是白的，除了用几根这种线条去区分人物所穿的衣服和他所坐的沙发之外，没有其他

（细节）了。但是你远远看去之后，（一个人）躺在室内，一种感觉就（表现）出来了。 

 

 

图 ：亨利马蒂斯，《红色背景前披着长袍的年轻女子》， ， ， 。图片由 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提供。 



 

 

最后我用马蒂斯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今天导览的总结，他说：“我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表现’，

我的整个画面安排都力求丰富的表现性，从人物的位置到周围的空白空间以及比例关系，所有的安排

都各尽其用。”这是马蒂斯 年说的，从 年开始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