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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破解莫奈之美》

内容概要

莫奈的一张画诞生了一个画派。他在破晓的河口边架起画架，从黑夜的尽头开始等待黎明，等待水面
上第一道日出之光，画下了《日出印象》。这幅当年饱受嘲讽的画作，后来不仅成为划时代的伟大巨
作，他留下的光，更继续照亮这个世界。
在莫奈的世界里，没有单纯的颜色，他的颜色都是一种光。因为光，所有的色彩都泛着一种瞬息万变
的明度。莫奈引领我们开启了另一种视网膜上的感觉，像是要拯救我们观看的方式。我们感受到黎明
破晓的晨雾浮游于水面，一朵莲花静静绽放，我们感受到雨后垂柳上的水滴，滴入水池，荡漾起一圈
一圈涟漪，我们感受到夕阳的光的倒影，一片沉静的金黄，像是无限委屈，要诉说什么，却终究沉默
逝去。
美学大师蒋勋亲自执笔，解读印象派大师莫奈伟大而迷人的艺术生命。莫奈的美学是光的信仰，也是
生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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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破解莫奈之美》

作者简介

蒋勋，福建长乐人。1947年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宝岛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
毕业。1972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并先后执
教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及东海大学。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
蒋勋先生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有小说、散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
品数十种，并多次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近年专注两岸美学教育推广，他认为：“美之于自己，
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
代表作：《美的沉思》《蒋勋说<红楼梦>》《孤独六讲》《生活十讲》《汉字书法之美》《美的曙光
》《蒋勋说唐诗》《蒋勋说宋词》《美，看不见的竞争力》《蒋勋说中国文学之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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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破解莫奈之美》

精彩书评

1、莫奈就像是艺术界的大众情人，没有人不喜欢他的画。他的画中，总能看到光与色彩的互动，那
种风和日丽，仿佛能直抵心灵深处的角落，驱走所有阴霾。有幸见过一次莫奈的作品，是在维也纳的
霍夫堡皇宫的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包括著名的《睡莲》系列中的一幅。这幅画还被印在
了博物馆入口处巨大的阶梯上，从远处的某个角度可以拼成画的全貌，那景象很是震撼。而站在实物
前则是另一种感受，两米长一米高的画卷上，能看到颜料和画布所形成的纹路，它们时而潦草，时而
细腻，而画中的意向既朦胧又清晰，既沉静又跃动。在那之前，除了知道莫奈是印象派大师以外，对
他的生平和作品并没有太深刻的了解。其实在欧洲逛了那么多艺术馆和博物馆，很多时候心情都是复
杂的，在接受美的洗礼的同时，又被自己的无知困扰着。欣赏作品，却不知作品为何而创作，也不了
解作品背后的斑斓人生，这并不能算作懂艺术，它们只是眼前的美丽云烟罢了。然而维基百科上的人
生往往太平面和苍白，正统的艺术史读起来又太深奥和枯燥，找到一本合适的艺术读物似乎没那么简
单。蒋勋的这本《破解莫奈之美》，我在书店翻了几页，就被深深吸引。他的文笔，他的感性，他对
美学和对莫奈生平的把握，使得这本书没有太多的文字和阐述，却能将读者带入莫奈的精神世界，看
到他所看的，感受到他所感受的，一时间，好像来到莫奈的身边，成为了他的朋友。蒋勋年轻时对音
乐、美术、文学有不可救药的执着与着迷，却没能如愿学习艺术，而是进了历史系，但他说，“以往
我对文艺的爱好是主观的。但在有了史学的训练之后，我开始把文学艺术，摆回其所在的时代背景、
社会环境中来看，而不再只停留在少年时期那种浪漫的主观。”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书中，既有美
学的感性，又有史学的理性，这两者相辅相成，让他笔下的艺术家形象得以完整、丰满地呈现。上帝
创造万物之时，先创造了光。有了光，才有了色彩，有了光才有了影，才有了我们眼前的缤纷世界。
光对于绘画来说，是灵魂般的存在。莫奈之所以成为印象派之父，是因为他的画在光的处理上开创了
一个新的时代，他所描绘的，是工业化大都会的光，是大自然中捉摸不定的光，是他想要奋力留下的
生命之光。而莫奈的这种“创新”，和他所处的时代，和他青年时期遇到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莫奈的家庭不算富裕，但也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匮乏，在少年时期，家里人反对他画画，但他的才
华终究藏不住，十五岁左右，他作为漫画家的名气就已经在地方传开。二十岁的时候，莫奈来到巴黎
，那时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人口从农村向都市聚集，巴黎正是法国第一个大都会，刚刚出现的蒸汽式
火车也以巴黎为中心通往各个乡镇。大都会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时间乡间
的闲散劳作，被城市的繁华、效率和速度所取代，一时间有了富裕的中产阶级，有了双休日和随即产
生的休闲度假，或许这就是最早的“小资”吧：“莫奈常常被认为一名是风景画家，但是他初到巴黎
，他感受到的时代气氛其实是在人物身上，他们在物质富裕之后追求人性的解放，追求着悠闲自由与
幸福。”在印象派之前，主流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写实主义”，要么抨击工业革命初期的种种社会现
象，比如擅长政治讽刺漫画的杜米埃，要么是歌颂农村的自然风光，赞美勤俭朴实的农村生活，比如
巴比松画派的米勒。在绘画技法上，人们遵从的是希腊、罗马古典规则，遵循透视法，解刨学，崇尚
古典技法一丝不苟的绘画风格。大多数画作在室内完成，面对的是稳定的，静止不变的自然光。而莫
奈受到了巴比松画派的布丹，和前卫画家戒金的影响，开始走向户外，走向大自然，并一生都坚持这
个原则。户外的光是不稳定的，时刻在变化，更加的复杂，使创作更加即兴。莫奈由此投入了自然光
的怀抱，他画港口，画大海，画海滩，画庭院，画水面的波光，画云朵的飞翔，画休闲度假的中产阶
级，画巴黎草地野餐的市民，画坐在河边的爱人。他被工业化带来的便利和物质生活所感染，很快也
被工业化带来的一种新的光打动。“因为工业革命的速度使人类的视觉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光，一
种朦胧的、轮廓不清晰的光，而这样的光也正是莫奈想要抓住的。这样的光不完全是自然光，有一部
分来自工业化带来的速度感。我们在告诉火车运行时看到的风景，不再是传统古典绘画里静定的、永
恒不动的风景，而常常是一片向后快速流动的闪光，目不暇接，画面稍纵即逝，变成瞬间记忆的光，
莫奈要挑战这样的光了。”于是《日出印象》便成了他跨时代的巨作，莫奈来到清晨哈佛港的河边等
待日出，试图记录下日出时分的壮丽景象，可光的变化比他能记录的速度快得多，他用最快的笔触记
录每道光的色彩，可最后却失望地发现，日出之光根本是无法复制的，他画笔下的跳跃而杂乱的光，
只是一个印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实验性的手稿送到了法国国家官方艺术沙龙参加比赛，引起了
保守的学院派的嘲讽，说年轻的画家不认真学习古典技巧，只知道胡乱涂抹印象。而年轻的艺术家们
则抓住机会反击，公开与官方沙龙美术展决裂，他们说：“我们就是要走向户外，走向光，走向现代
，我们就是——印象派。”一个跨时代的画派就这样诞生了。坚持户外写生，寻找光与色彩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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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由笔触，这三样几乎是印象派的宗旨。于是莫奈的追光之旅由此展开，他常常专注描绘不同时
间的同一个场景，为的就是捕捉光的细微变化。在我看来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最高的赞美，所有的美
、趣味与哲学都蕴藏在神奇的光里，因为光虽无色，投射在这世界上却有了千种颜色，即使是同样的
景物，不同时间的光也会带来不一样的色温、层次和触感。这样微妙的感官往往稍纵即逝，但莫奈曾
试图将这感觉抓住。他曾以干草堆为主题创作了多达25张一些列的画，分别有黎明时分的光、清晨的
光、正午的光、黄昏的光、雪景时的光、四个季节的光...在常人看来，干草堆是最平常不过的事物，
在他的笔下，却有了生命。另一个非常著名的《睡莲》系列，是莫奈晚年时期在自家的后花园创作的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系列。和梵高的《杏花》一样，那种色彩让人感到安静，和安静背后的力量。
在他生命最后的30年里，画了有大约两百多幅睡莲，每一幅都足矣让人跌入这天色、水色和绿色组成
的奇幻梦境。现在这些画作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有的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有的被私人收藏，下次
要是有机会遇到，一定别忘了去仔细寻找光的痕迹。
2、了解一个艺术派别 印象派，创始人，莫奈。特点：记录事物光的变幻。事物不是主体，光的变化
和记录是重点。可以是睡莲、垂柳、干草堆，也可以是草地的聚会，是卡米尔之死，还可以是国会大
厦、火车站等等。说实话，这些画作是我看不太懂的。印象派的产生和确立源于一次偶然的落选事件
，落选的画家们不服气，专门搞了一次“落选作品展”，从而引起了业界的争论和对作品的重新审视
，非正面事件的发酵确立了一个新的派别的产生。当然，一个人之所以能记录一个时代，开创一个派
别，必然是用心做一件事，同时具有一定的天赋灵性，可以从周围人那里得到启发并最终确定自己的
方向。这本解读莫奈之美最触动心灵的是“莫奈花园”，现在是巴黎的一个名胜--莫奈故居，它是莫
奈倾其所有建造的一所花园，它承载了莫奈后半生的作品和生活。花园里有一个池塘，塘里种满了睡
莲，岸上垂柳摇曳，莫奈自己还在池塘上建了一座日本小桥。这些是他的四季睡莲，日本桥，垂柳等
系列画作的原型。好想也有这样一个小花园、小王国，把自己的灵魂放在里面，或许几十年就做一件
事，自己喜欢的、自己只会做的、自己一辈子都做不烦的那件事。打造一个仅属于自己的小王国？画
家，玩色彩的，最后变盲，如莫奈；音乐家，听声音的，最后变聋，如贝多芬。盲后的画作和聋后的
“英雄”，完全是心的作品，超越其他！让自己的生活简单点，确立几个事情，几个方向，用心干下
半辈子！
3、这本书算是对莫奈有了一个大致的解读，莫奈，印象画派的创始人，只是因为《日出印象》落选
，而自行组织落选展被记者嘲笑是印象画，没想到反而促成了印象画派的形成，变成了新兴的一股激
流。印象派主张在户外画画，直接面对自然光，认为在自然光下并没有黑色存在，连在阴影里也有色
彩变化。所以莫奈也是终生在追求光，追求户外写生，追求在不同季节，不同晨昏，对同一处风景的
长期观察，所以就有了他许多的系列画，他画干草堆、画火车站、画教堂、画国会大厦，在他的眼里
，干草堆和国会大厦没有区别，他迷恋的只是在他们身上投射出来的光和影。所以看他的画会发现，
很多事物的轮廓都变得模糊，他只研究光，使得光在色彩里产生了更细致微妙的视觉体验。莫奈从没
想过自己要成为一方泰斗，他只是用自己的画笔来记录、描绘他所看到的世界、所体验到的美好的生
活，他的画都是在人生间最美好的回忆，那多人喜欢莫奈，恐怕也是向往那种他所描绘的悠闲、愉悦
、永远明亮的幸福之感。书中展示了他很多的作品，最让喜爱的就是他画的持伞的卡蜜儿，她罹患癌
症的妻子，画面中站在草地中的妻子撑着伞，转头对着莫奈笑，那天风很大，她的裙摆都被吹起，在
这一刻你感觉连她都要绝尘而去了。妻子走后，莫奈就只画过他的继女，还是仿照了亡妻的造型，从
此就不在画人像画了，后四十年醉心于户外风景，可能这也是他的深情吧。
4、对于莫奈的好感，最初是来源于这个中文的译名，“莫奈”真是好听，且意蕴深远。在以往，是
不太愿意提笔为莫奈写什么，我是爱梵高的，日日我都看着他的星夜，那幅画被我带在身边，就挂在
餐桌旁边，看多少次都觉得那是我喜欢的颜色。莫奈是孤独的，就如同那孤独的蓝色。然而，就如同
蒋勋说的，莫奈是幸福的，他的画作里，都洋溢着一股安详，美好的味道。此刻的我，是没有觉着莫
奈的睡莲有多好。估计也是以往看他的睡莲比较多。我喜欢莫奈画中的水。他应该也是一个长情的人
，专注于一个地方，一画就是很多年。这样深入地执着，才能够体会到那景物的本质吧。关于印象派
，上学出去上里写生那会儿，我自己也是把自己归纳为印象派的范畴之中的。事物没有固定的模样，
世间根本也没有完全的黑白，我们不用黑白，你看到的绿色可能因为阳光暖光变得泛黄，你看到的蓝
色，可能应为岸边有一株红色的花朵变得泛出紫色的模样。仔细想想，这世间诸多的事情都是相通的
。这个法则也可用于人在这个世间的判断，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就如同没有绝对的黑白一
样。人是社会的产物，你自己本身是所有东西的总和，并不能单纯地判定这是蓝色或者绿色，总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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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破解莫奈之美》

受一些其他的东西影响的，你的身世你拥有的资源，你的爱，和爱你的所有成为了此刻的你。如此想
来，对印象派又多了一些好感。印象派是倡导一定要到户外写生的，要追逐那随时变幻的光线画下当
下的那一刻。光线变幻无穷，所以，那一棵树前一分钟和这一分钟都是不同的，更不用说四季都是不
同的。所以，这万事万物本来就是模糊的。没有那么清楚的界限。你愿意看到什么，那些色彩和光线
变回格外耀眼，就像梵高画中的初升的太阳在水中的倒影，他觉得那么耀眼，就直接用了十分耀眼的
颜色，直接上去。根本不需要什么过度，在那一刻，那一抹绚烂的光。就是全部。看到这些光芒，就
体会得到希望和幸福。我更喜欢莫奈早期这些绚烂的光芒，相比起安静的睡莲来说。记录下此刻，是
我此刻现在的心境，估计再过些时日，我就能看出睡莲系列的好。我不去讲这本书或者这幅画不好，
虽然有些真的很糟糕。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告诫自己，不是这个不好，只是此刻的自己还不具备欣赏洞
悉这个作品的能力。
5、莫奈的画，在光和影的变化中色彩斑斓，或热烈，或宁静，或春意盎然，或秋色辉煌，什么样的
心境，什么样的专注，什么样的感悟，才能有如此敏锐的观察，才能得到大自然如此丰富的欣喜，才
能有如此细腻的表现。每片叶子，每朵花都在生命。站在莫奈的画前，周围的喧嚣刹那无形，躁动的
心即可安宁。
6、蒋勋先生写了好几本《破解XX之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这本《蒋勋破解莫奈之美》。原因很
简单，单有莫奈的画，就已值回书价。该书的封面用的是莫奈最出名的睡莲系列中的一幅，睡莲系列
画作是莫奈晚年的突破之作。就在2014年5月8日，一位中国买家以2，700万美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
的价格拍走了莫奈的《睡莲》。可想而知，睡莲系列画作的价值几何。蒋勋先生在该书的序中写道：
“如果梵高是艺术创作世界孤独、痛苦、绝望的典型；莫奈恰好相反，他的世界明亮、温暖，洋溢、
流动着幸福愉悦的光彩。⋯⋯莫奈是华丽的，他一生追求灿烂华美的光。他的画里很少黯淡的颜色，
很少用黑，很少用灰，很少用深重的颜色。⋯⋯创立印象派的莫奈相信色彩是有温度的，因为光紧紧
依附着颜色，光渗透在颜色里，光成为色彩的肉体，光成为色彩的血液，光成为色彩的呼吸，因此色
彩有了温度，色彩也才有了魂魄。”欣赏书中莫奈的画作，你会看到，光和影是在共舞的，而且光和
影的对比是舒服的，会让你感觉，就这样欣赏莫奈的画作，已是极大的幸福。我想，正是因为我性格
中的阳光吸引着我去喜欢莫奈的画作，吸引着我如饥似渴地去阅读蒋勋先生的这本书。提到莫奈，就
得提到印象派，而提到印象派，就得提到莫奈的画作《日出印象》。正是《日出印象》这幅画，为艺
术史上最重要的画派之一命名。莫奈在这幅画中完整地记录下他对日出的印象，却被保守的学院派讽
刺“只会胡乱涂抹印象”。这幅画参加比赛，理所当然地落选。莫奈作为一个外省来的青年画家，在
巴黎，他生活窘迫，艺术上受到主流的排斥，但是他顽强地坚持着，组织了印象派画家的多次展览。
他们聚集在一起，公开宣称：“我们就是要走向户外、走向光、走向现代，我们就是——印象派。”
更值得一提的是莫奈人生中的第一位爱人，莫奈前半生画作的主角，卡蜜儿。卡蜜儿在年方十八时与
二十五的莫奈相识相爱。她当时美丽，家庭富有，他当时身处异乡，穷困潦倒。但她并不在乎，她做
他的模特，给他财物上的帮助。“她扮演着艺术家画里那个尽职的模特儿的角色，启发莫奈的灵感，
依据莫奈的要求，穿不同服装，摆不同的姿势，在烈日下一站数小时，一动不动，让莫奈可以安心观
察、画画。”“把莫奈早期一系列以卡蜜儿为模特儿画下的作品排练起来，可以看到如此温驯笃定的
爱情，提供自己的身体，提供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爱的人创作。”“一般人容易看到被夸张的艺术家
对模特儿的浪漫爱情，然而，卡蜜儿却能让我们看到模特儿对画家的爱，安静深沉、不喧哗、不嚣张
，充满内心的爱与包容。当然那已经不是模特儿对画家的爱，而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一种母性的
宽容的爱。”而莫奈对卡蜜儿的爱体现在哪里呢？我想，他对她的爱，同样体现在画作上。如果他对
她没有深沉的爱，是难以画出以下这些以卡蜜儿为主角的生动的画作的。特别是卡蜜儿临终前莫奈为
她画下的最后一幅画作《卡蜜儿之死》，我们是可以从中看到绘画者的伤心与绝望的。他想要用他那
一生画尽光彩的画笔去留住光，留住她的生命，却还是发现，光一点一点消逝，而他的爱人的生命也
一点一点消逝。在莫奈的晚年，在他创作他的睡莲系列画作之前，他以吉维尼自己家中的庭院池塘为
主题画了一系列《日本桥》的作品。这一系列作品，也是我最喜欢的莫奈的作品。在这一个阶段，莫
奈罹患白内障，他之前画作中以蓝绿为主调的色彩开始转换为大量红、黄、紫等强烈暖色系。以医学
报告来解读莫奈画风的变化难免过于生硬，倒不如说，莫奈闭上了他的肉眼，开启了他的心灵之眼。
他对光和色彩的渴望，让他的心看到了灵光。我想，看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尝试着，以莫奈
的视角，去重新看这个世界。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光和彩，这个世界的爱和美。我看见了，就是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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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别与莫奈共鸣极强。他的平和、静谧、温尔，他画中有一种长久的耐心，观察与等待，不疾不
徐，使其渐渐企及一种仁心仁境。更准确说，他的画几乎去除了一切虚妄的东西，只留下纯然的美。
如他笔下的睡莲和柳树，无妄地、纯然地存在着。那种状态，那种生命姿态，就是美。
8、书的质量很好，纸质有质感，排版精美，插图考究。“破解”有些夸大。对于作品的解读有一定
的见解，但是可能由于艺术作品本身需要的是人用心感受，所以语言总是不那么的有力，但聊胜于无
。作为对莫奈这个人的入门了解还是可以的。超级赞同“莫奈是华丽的，她一生追求灿烂华美的光。
他的画里很少黯淡的颜色，很少用黑，很少用灰，很少用深重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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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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