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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of genius artist Pieasso who rewrote the art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and 

considers his artistic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opinions philosophlcially． 

Key words：Picasso；the 20th century；art history 

帕勃罗·毕加索(1881--1973)，这位生于西班牙 

卒于法国的20世纪的伟大画家，在他从艺的70多年 

岁月中，创作了包括油画、版画、雕塑、陶瓷、拼贴、素 

描等在内的艺术作品5万余件，以他旺盛而不知疲 

倦的精力，不断打破传统，否定固有的艺术表现模 

式，不断追求艺术发现和艺术创新，可以说在现代艺 

术流派的各方面都作了大胆的尝试，使现代艺术刮 

起了一股强劲有力的反传统飓风，以不可阻挡的趋 

势刮遍了整个世界。毕加索以其强烈多变的艺术风 

格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技巧，成为 20世纪最有影响的 

艺术家，成为艺术史上的奇迹。 
一

、地道的天才艺术家 

毕加索在幼年时期就对绘画表现出独特的兴 

趣，并经常有一些使大人们吃惊的“创作”。那些稚 

拙而奇妙的构图，协调均匀的色彩昭示了他超常的 

天赋。他在 10岁时就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画画，13 

岁有了第一幅作品《赤脚的女孩》，16岁参加美展，并 

考取马德里皇家美术学院，一年后自己退学，因为不 

习惯那种沉闷腐朽的学院气氛，这实际上是他叛逆 

性格的初次表现。19岁到巴黎，深受高更、梵高等画 

家的影响，同时也学习格列柯、戈雅等西班牙画家的 

作风。从 1900年到 1904年，毕加索往返于西班牙和 

巴黎之间，不断寻求适合自己创作和发展的环境，开 

始了他创作的“蓝色时期”。在这一时期，他用单纯 

的、很少变化的蓝色调子，以低调勾勒了他所关心的 

主题：恋爱中的青年人、突然逝去的朋友的葬礼，陈 

设简单的寓所，手捧花篮的女孩等等。1904年到 

1906年是毕加索的“玫瑰时期”，也可以叫“粉红色时 

期”，其中又经历了马戏团阶段、古典主义阶段、受伊 

比利亚影响的几个阶段。这个时期的创作似乎走向 

了一种古典而宁静的风格，色调较蓝色时期柔和，粉 

红色成为艺术家情绪温和高扬的象征。自1905年 

以后，画家的画风几乎是一年一变，对绘画诸要素如 

色彩、空气感、造型等方面是各有侧重。他的这些变 

化表面上看越来越向古典艺术回归，实则是一步步 

向现代推进。他的意图决不是要恢复到那些古典的 

传统中去，而是在为突破一些古典美学观念，寻求更 

强烈的表现力做准备。其突破的方式就是借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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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远古的原始艺术，如伊比利亚雕像和黑人雕刻。 

著名的《亚威农少女》(1907年)就是这一转折和突破 

的开始，这也是立体主义发端时期的代表之作。 

1908年，立体主义的名称正式启用。毕加索认 

为一切的物体都是由无数的面组合而成的，要想追 

求物体的本质就必须把每一个面都表现出来。在此 

之前，保罗·塞尚曾一度尝试把房屋、树木和山丘从 

不同的角度加以概括，然后把这些形状重新安排在 

同一个画面上。毕加索借鉴了塞尚的一些表现手 

法，打破西方传统的透视法，采用移动视点的方法， 

将各个角度看到的事物都描绘到一幅画中，以求得 

对物体全部空间的认识。这实际上是对西方绘画传 

统写实的一个突破。毕加索也认为艺术总是现实的 

表现，他说：“我的成就在于重建现实。”_l J但这个现 

实不仅是眼睛看到的，而且是心里想要看的，立体主 

义以高度分解对象而产生的仿佛抽象 般的形象处 

理，表达着一种结构的新意义，把对象恰如内心之眼 

所见到的那样，同时显示出多个面。这虽然不符合 

纯粹眼目之所见，但却近似一个“说明”，在这个说明 

中仿佛同时概括和包容了对象的一切。 

为了表达新的空间结构，毕加索不惜支解整个 

外形，将表面分解得支离破碎，并抛弃一切可能影响 

空间分析的因素，甚至丰富的色彩也被赭、褐、灰等 

单色取代。1910年的《D·亨利·坎威勒肖像》就是这 

样的代表之作，从大大小小的几何图形中，我们看到 

了他朋友的脸和紧握的下垂的双手。然而，仅仅分 

析、分解还不是目的，因此在这种分析方法发展到一 

个极端程度的时候，毕加索越来越感到这种理性的 

分析结构成了闭门造车的游戏，主题差不多完全从 

画面上消失了，几乎完全脱离了和客观世界的接触， 

这将导致立体主义走向装饰艺术的风险。这时，毕 

加索采用了一种更加大胆、更加挑战人们习惯思维 

的手法——把实物引进作品，从分解立体主义阶段 

走向综合立体主义阶段。从前在画面上努力追求的 

立体感、空间感，此时部分地被恰当的实物所代替。 

他这一类拼贴实验也包括雕塑作品，《苦艾酒杯》、 

《曼陀林》等是这一时期的佳作。经过这样一个实物 

拼贴的阶段之后，毕加索又回到画布上来，以真正的 

绘和画的方法来表现立体感和空间感。在抽象化的 

变形中，在真与似的诘问中，在立体空间的起伏偃仰 

中，立体主义达到全盛时期。《坐在壁炉前椅子里的 

女人》、《穿衬衫的女人》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经 

过短短的几年时间，立体主义已经把西方绘画中的 

一 切禁忌和传统全部打破了，空前扩大了艺术的 

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毕加索 1937年有感于弗朗哥雇 

佣纳粹飞机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所作的《格尔 

尼卡》，和 1945年有感于已被揭露出来的纳粹集中 

营所作的《停尸间》。这两幅表现战争的巨作，体现 

出画家对战争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以及悲天悯人的人 

道主义精神。正是残酷的战争和身边朋友行为的激 

励，毕加索于 1944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认为： 

“绘画不是为了装潢公寓，它是一种进攻敌人和防御 

敌人的战斗工具”。_2 J 

毕加索一直是革新的带头人，试验一个接着一 

个，他几乎什么办法都试过。他从不会死守某个艺 

术领域，永远在思考如何去扩大艺术层面，成为文艺 

界几个屈指可数的彻底革命者的代表。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从来没有一位艺术家在有生之年能有那样 

多的模仿者，所以毕加索完全可以说：“重复是与精 

神法则背道而驰的，本质上是逃跑主义”。_3]在他眼 

里，客观世界成了抽象符号的仓库，只要用少数符号 

就足以勾勒出主题，而无须临摹自然。他认为艺术 

的任务应该不再是照抄自然，甚至也不再是解释自 

然，而是加强人们的感情，加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 

系。毕加索在他漫长的94年的生涯中，以惊人的技 

巧、谙熟的绘画语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多才多艺 

以及博大精深的艺术鉴赏力、独创性和想象力，向人 

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 

风格多变、创作量大和作为立体主义绘画的杰 

出代表，仅此几点，毕加索就当之无愧是 2O世纪最 

伟大的艺术家。帕勃罗·毕加索这个名字俨然已成 

为“现代艺术”的代名词。 

二、天才艺术家的背后 

毕加索是个艺术天才，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 

是什么成就了他的天才呢?笔者以为，他的天生禀 

赋、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人格个性、他的亲密朋友、他 

的私人生活，连同他生活的那个大时代，共同造就了 

这样一位举世公认的“艺术狂人”。 

毕加索的父亲在结婚以前是一群豪放不羁的青 

年人的头，常设法投入一系列传奇式的冒险，后来决 

定画画，并成了一所美术学校的教师。毕加索也许 

是继承了父亲年轻时爱冒险的秉性和画画的遗传基 

因，从小就有画画的强烈愿望。母亲在第一个妹妹 

出世之后，拉开了与3岁的小毕加索的 fl,理距离，加 

之接踵而来的地震，使小毕加索经历了异常恐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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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乎精神分裂的可怕时期。脆弱、敏感、极端害怕孤 

独，成了小毕加索的性格特征，也影响着他的一生， 

影响着他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毕加索的一生，从来 

都渴望着别人的陪伴。先是父亲，他在失去母爱之 

后对父亲有一种近乎失常的极度依恋，父亲是他的 

保护神，同时也是他艺术的启蒙老师，是他艺术道路 

初级阶段的铺垫者。这可以在毕加索众多以父亲为 

蓝本的速写、素描和油画中找到线索。之后是他的 

各种各样的朋友：跟他一块儿画画的朋友，如同为立 

体派开创人的布拉克；为他卖画的朋友，如巴黎的企 

业家马尼亚克；为他在媒介上宣传宣扬的朋友，如阿 

波利奈尔，等等。可以说，毕加索拥有无数的朋友， 

而这些朋友是他艺术得以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比 

如，没有布拉克，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可能不会成功； 

没有马尼亚克，毕加索早期在巴黎的生活将会难以 

维持；没有阿波利奈尔，毕加索也许不会那么有名 

气。而且，毕加索的艺术创作有相当一部分取材于 

他的朋友和与朋友有关的事情。这些在毕加索的许 

多传记里都可以得到证实。 

除了父亲和朋友，女人在毕加索的艺术生活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毕加索一生有过无数的女人，妻 

子、情人和妓女。这些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创作 

灵感之所在，是他取之不尽的题材和主题，他的大量 

作品都是以他身边的这些女人为模特儿，经过加工 

变形或抽象提炼而成的，甚至一些创作风格的变化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女人有关。例如毕加索从他 

的“蓝色时期”过渡到“玫瑰时期”，色彩风格的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犹太情人费尔南德有关，是她将 

毕加索从苦闷忧郁的境地中释放出来，走向了稍带 

喜色的粉红、玫瑰境界。事实说明，毕加索是一个很 

情绪化的人，而他的各种情绪，往往表现在他的画 

中，往往在对女人的喜怒哀乐中得到变相的反映，这 

使得妓女系列和裸女系列成为其风格的一大代表。 

就拿最著名的《亚威农少女》来说，原名叫《亚威农妓 

院》，画面以巴塞罗那亚威农街的一个神秘妓院为背 

景，画面上有五个形态各异的裸女——妓女。在毕 

加索后来出示的草稿中，还有两个男人在上面，一个 

是被妓女们包围的水手，一个是手提人头骷髅站在 
一 旁的医学院学生，这两个男人应该说是画家自己 

的变形写照，后来这两个男人在正式稿中被取消了。 

这幅画作于 1907年，而在此前后，毕加索曾住院接 

受过性病治疗。更有意思的是，毕加索面对这幅杰 

作，曾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其中一个是自己的情人费 

尔南德，一个是朋友阿波利奈尔的情人玛丽·洛朗 

珊。正因为这样，毕加索在他的有生之年，引起了极 

大的争议。但不管怎么说，众人只能在道德方面谴 

责他，要找到他任何具体技巧上的审美批评是很困 

难的。 

毕加索的一生，是不断发现不断创新的一生，是 

不断毁灭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 

说：“我要让人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当不正常的 

社会里。”“学院派的‘美’的法则是一种骗局。许多 

荒唐无稽的神话充斥了我们的脑袋，以至于当我们 

要吸收真理的气息时，都感到困难。”“我们的博物馆 

尽是谎言一堆。那些做艺术生意的人，更是骗子 

手。”[41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打破西方美术传统的原 

因。不过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因为这仅仅能够说明， 

旧有的美术标准和美学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画家表达 

的需要，甚至束缚了画家的表达，所以必须打破它。 

那么，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艺术的 

发展阶段是与思想的发展平行的，而这两种发展又 

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毕加索从西班牙到法国，经 

历了很多，动荡的社会、忧郁无托的情绪，尤其是经 

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和听到了太多丑的东西，既 

然世界原本那么丑恶，人性原本那么肮脏，为什么还 

要假惺惺地去表现那些学院派推崇的所谓的“高贵” 

和“美”呢?画家是在冷眼看世界，他在深刻地思索， 

他在痛苦中体验，他在冷嘲热讽，他嘲笑一切，包括 

他自己。他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敌人!一切的一 

切!我并不具体指什么，诸如女人、儿童、婴孩、烟 

草、玩耍，而是指一切。”[5l他在情绪低落或激愤时， 

常常把他的对象在画面上撕得粉碎，把他们化成一 

片片支离破碎的几何图形，使人们看不到完整的形 

象，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现实——每个人的人格其实 

都是分裂的，世间的一切都有可憎恶的一面，一切都 

是那么的理不清头绪，一切都是那么的平板而无序。 

所以，画家力求在平面画布上展现出对象的方方面 

面，展现出一个最真实的世界，这是思想内容促使艺 

术形式所做出的势在必行的改变。赫伯特·里德在 

《现代艺术哲学》一书中指出：“毕加索之前有黑格 

尔、马克思、柏格森、弗洛伊德，还有科学、经济和社 

会组织方面的革命。但是，天才是一种将多样性集 

中起来的能力——把整整一代人的发现和发明集中 

于一个光的燃点的才能。毕加索禀赋了这种天才， 

他的影响因而遍及全球”。[3l 

我们说，立体主义绘画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发 

http://www.cqvip.com


王玲娟 毕加索：改写2O世纪美术史 97 

现，它包含了画家对世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我 

们不能因为画家没有说出带哲理性的理论，就否认 

其画中的哲理性，因为，画家是用线条用色彩用构图 

来展现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不是语言。如果他 

能用哲理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考，那他将不是画 

家，而是哲人。从毕加索零散的谈话录中，我们不难 

发现他的深邃。他说：“我的作品，表现了那些已经 

被人情世故和文明抛弃的人，以及表现了为神秘和 

黑暗之力折磨致苦的人。”“在我的艺术里，慈悲与恐 

惧、悲怆与横暴宛如现代社会感受的反映：一种广泛 

的沉思和一种遵奉典范的过去，相互交替着。”“艺术 

品为什么要矫揉造作?有价值的是自然的流露，这 

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真正的艺术品不能让人一眼 

扫过却无动于衷，而是要人们为之动情，通过想象开 

始自己的创作，在震撼中苏醒。” J这就是毕加索要 

表现的世界。打破一个所谓的传统，重建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现实，使人们有所警醒有所领悟，是毕加索 
一 生的追求。但他的打破传统，是在对传统全面了 

解的基础上、对外族艺术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做出的。 

在他迈向立体主义之前，曾对各种风格进行过尝试， 

这在前文已有论述。1900年到达巴黎后，他又在卢 

弗尔博物馆熟悉了所有的老一辈大师以及古典和古 

典前的雕塑。没有传统的知识和技法，不可能有所 

突破，这是毕加索带给现代艺术的一个深沉的思考。 

毕加索不仅对现实有自己独到的视角和批判眼 

光，对自己也是毫不留情地进行剖析。他说：“我凤 

毛麟角把自己的一切荣誉、一切瑕疵、一切昏庸无能 

都引到了博物馆的墙壁。我们贬低了艺术，把它们 

变成了无价值、无意义的物体。” J可见，他有着常人 

所没有的自我批判的说真话的勇气。“过去有好多 

年，我拒绝展出我的绘画，甚至不肯让人拿我的画拍 

照⋯⋯但是最后我认识到我一定要展出——要像妓 

女一样把自己剥得赤裸裸的。这需要勇气，能这样 

做的妓女都是有勇气的人。人们收藏了我的画，却 

不懂得他们是收藏了什么。每一幅画都是一瓶我的 

鲜血，这就是注入到我画中去的东西”。 J每一幅画 

都饱含了画家大量的心血，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吸 

引人，这才是毕加索艺术的真正涵义，也是毕加索留 

给现代艺术的又一深刻的警醒。毕加索，这位 20世 

纪最杰出的画家，以他无与伦比的天才和智慧，以他 

独一无二的深邃和执着，使20世纪艺术进一步走向 

了反传统的现代化，也留给后来的艺术工作者以无 

尽的思索，那就是，如何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天 

生的才能加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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