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悟文化  感悟雅昌

李天慧/文

2007年12月20日上午，一位年逾

古稀的老人走进雅昌。她满头银丝轻轻

挽在头顶，身着藕荷色的斜纹针织衫，

步履轻盈，举止优雅，风韵极佳。她就

是著名女艺术家庞涛，应邀为我们了带

来了一场名为“国外艺术见闻与色彩理

论”的文化大餐。

庞涛出生在艺术世家，其父是近

现代艺术先驱庞薰琹。庞薰琹先生1930

年巴黎学成归来，点燃了中国现代主义

美术运动的星星之火。庞涛从小受到父

亲的直接影响，创新的理念深入其心。

她的艺术创作在中国美术界可谓独树一

帜，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从1953年

开始从事美术色彩学的教学和研究，作

品注重形式感和节奏感，这在50年代革

命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中国美术界是十

分前卫的。

中西并重 兼收并蓄

庞涛用国外博物馆的经历讲述了中

西方文化特别是艺术上的差别。她说：

“西方的雕塑惟妙惟肖到了何种地步。

一座石雕，表现一个女孩坐在一个很软

的丝绸上，用石头就可以

把丝绸的质感做的十分逼

真，你都不相信这是一块

石头，就是感觉躺在一

个很柔软、很薄的被子

上面，人的皮肤也有弹

性。”

庞涛认为，跟她年轻

时代相比，现在是中国艺

术发展的好时候。尽管如

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中国的基础还很薄弱，

我们的艺术就写实的角度

讲，跟西方无法相比。古

希腊罗马的造型能力已经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即使是2000年后的今天我

们也无法企及。根本原因

是东西方文化的表现方式不同造成的。

中国的艺术自古就强调神似，并不追求

形似，但西方追求解剖，追求形似。欧

洲文艺复兴后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

日趋成熟，贵族和资产阶级开始有了购

买艺术品的能力和需求，出现了艺术赞

助人。这时候，西方的艺术开始迎合上

层社会的需求走向繁琐化、装饰化。

中华民族在文化传承方面有自己

的优势，文化没有断代，代代相传；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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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的时候，我早就听说雅昌在艺术界的

名望，当我参观你们的艺术馆的时候，

你们精致的印刷品又让我眼前一亮。现

在才知道，原来是因为雅昌有这么多令

人感动的人。”

（作者供职于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数字资产事业部）

希腊罗马文化到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断

裂，两河流域文化甚至消失了。在埃菲

尔铁塔对面的中世纪博物馆，看到中世

纪的雕塑都是一个模式，几百年都是如

此，而我们那时候是南北朝时期继而是

隋代，当时的艺术充满了活力，生动活

泼了不知多少倍。

庞涛曾经8次到过巴黎,在远离祖国

的艺术之都,庞涛领悟到了中国传统艺术

的博大精深,她用自己的思索去表达对中

国文化的理解,把中国美学和西方现代艺

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创造出自己的艺术

语言。她用她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对

待中西文化只需区分它们的不同特点，

而不应该厚此薄彼。在对比中借鉴，在

学习中进步。

颜色多不同于颜色丰富

“色彩在整个东方都比较弱，东方

色彩是原色，蓝的就是蓝的，黄的就是

黄的，没有环境色。”

庞涛认为，由于中国传统道家思

想对色彩的贬抑，和西方基督教美学中

对色彩的推崇，造成西方艺术中强调色

彩，中国艺术中色彩是一个弱势。印象

派第一次把绘画过程拉到室外完成，把

阳光对物体的影响表现出来，这时颜色

就活跃起来，亮丽起来，实现了色彩上

又有一个质的飞跃。

“颜色不能孤立地看。一定要从

整体看，辨别非常细微的颜色差别。黑

白、冷暖、色相的因素都要考虑到，既

有强音又有弱音，不只是一个节奏。”

庞涛用教室里的静物来讲解冷暖、

补色、环境色等基本色彩知识，并指出

颜色需要在协调中变化，正如交响乐一

样。要把这些细微的差别都表现出来，

设计上要讲究，就需要眼睛的练习，看

到颜色的变化。在设计的时候不要使用

太多的颜色，以至于无法体现主色调。

庞涛举出在北京的建筑设计中色彩

应用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一个建筑

最好是体现出建材本身的美来，不能通

过简单的刷色来改变建筑材料原来的颜

色，这是很幼

稚的做法。颜

色多和颜色丰

富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一 个 小

时的讲座时间

匆匆而过，讲

座结束之后，

恋恋不舍的学

员们纷纷提问

出自己感兴趣

的问题，围在

庞 老 师 的 周

围，久久没有

散去。他们的

热情也打动了

这位慈祥的老

人，“没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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