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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秀 拉 與 畢 沙 羅 的 繪 畫 創 作 之比 較  

 

畢 沙 羅 幾 乎 經 歷 了 印 象 派 所 有 時 期 ， 早 期 「 外 光 派 」 所 重 視 的

色 彩 分 析 ， 以 及 新 印 象 派 時 期 所 強 調 的 分 割 派 點 描 法 ， 最 後 又 回 到

他 最 熟 識 的 色 彩 分 析 畫 法 ， 即 是 一 種 著 重 於 個 人 情 感 與 想 法 的 筆 觸

表 現 ； 而 秀 拉 經 由 科 學 理 論 的 引 導 ， 讓 點 描 法 達 到 一 個 體 系 化 的 完

整 呈 現 ， 使 用 非 常 整 齊 的 大 小 色 點 ， 有 些 甚 至 是 機 械 式 的 點 描 模 式

表 現 ， 秀 拉 在 畫 布 上 運 用 色 彩 配 置 的 方 法 ， 讓 觀 者 的 眼 睛 去 混 色 、

改 變 傳 統 在 調 色 盤 上 調 色 的 方 法 。  

    畢 沙 羅 也 受 希 湼 克 的 分 光 法 所 影 響：「 分 光 法 乃 是 確 保 鮮 明 度 ，

色 彩 及 調 合 和 達 到 極 限 的 方 法 ： (一 )利 用 光 譜 的 顏 色 及 色 絶 絻 不 能

相 混。 (二 )隔 離 固 有 色 與 光、反 射 光 等 顏 色。 (三 )根 據 色 調 及 輻 射 的

對 比 法 則 ， 平 衡 這 些 因 子 及 因 子 間 關 係 的 建 立 。 (四 )至 於 如 何 使 用

色 點 的 大 小、視 畫 幅 大 小 而 定。」而 秀 拉 以 分 光 法 的 技 巧 作 為 基 礎 ，

再 經 由 科 學 理 論 的 研 究 發 展 出 一 種 專 屬 於 自 己 的 色 點 運 用 技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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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秀 拉 與 畢 沙 羅 的 繪 畫 創 作 之 比 較  

名 稱  畢 沙 羅  秀 拉  

繪 
 

畫 
 

理 
 

論 

    採 用 視 覺 混 合 ( 將 色 調

分 解 為 組 合 的 元 素 ) 時 ， 他

不 否 認 在 畫 布 運 用 這 種 技

巧 ， 藉 呈 現 他 所 見 的 物 象

(簡 單 )顏 色 ， 例 如 跟 傳 統 繪

畫 一 樣 ， 他 用 綠 色 代 表 草

地，但 他 也 暗 示 他 運 用 了 色

彩 的 組 合 ， 以 及 在 ( 視 覺 混

合 ) 後 所 產 生 的 合 成 顏 色 ，

以 便 分 析 並 修 改 場 景 中 所

描 繪 的 複 雜 色 彩 。  

    秀 拉 沉 醉 於 色 彩 ， 他

探 求 出 一 種 新 的 點 描 法 技

法 ， 這 種 點 描 技 巧 是 將 幾

種 原 料 並 列 ， 但 並 非 直 接

地 在 調 色 板 上 調 色 ， 而 是

利 用 人 的 直 覺 經 由 大 腦 所

轉 換 的 多 種 顏 色 的 基 點 ，

再 在 觀 賞 者 眼 中 呈 現 出 某

種 色 彩 。 秀 拉 對 理 論 抽 象

的 追 求 帶 有 完 全 自 然 的 、

純 直 覺 和 鮮 明 的 藝 術 特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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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畫
特
色 

    作 品 所 強 調 的 主 軸 是

雄 壯 觀 感 的 畫 面 構 圖，以 及

用 有 力 的 筆 觸 去 塑 造 結 實

的 形 體。早 期 的 作 品 深 受 柯

洛 的 影 響 ， 使 用 明 晰 的 透

視、並 採 用 類 似 羽 毛 般 的 筆

觸，畢 沙 羅 柯 洛 這 位 前 輩 畫

家 身 上 學 到 了 很 多 繪 畫 創

作 的 技 法 。  

    為 了 強 調 人 物 形 象 在

整 個 畫 面 與 結 構 中 的 作

用 ， 秀 拉 用 舖 大 面 的 方 法

和 厚 膩 的 筆 觸 來 描 畫 他

們 ， 使 得 他 更 無 拘 束 地 營

造 畫 面 的 結 構 。 然 後 他 再

用 小 碎 筆 鋪 色 （ 筆 觸 越 來

越 小 ， 最 後 幾 乎 變 成 小 色

點 ） ， 用 筆 方 面 ， 秀 拉 也

表 現 出 一 定 程 度 的 拘 謹 ，

失 去 了 印 象 派 的 那 種 多 樣

性 。 其 繪 畫 創 作 上 所 運 用

的 「 點 描 法 」 ， 是 一 種 可

以 表 現 出 光 線 所 特 有 的 結

晶 性 結 構 感 覺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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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點
運
用
比
較 

    畢 沙 羅 很 注 重 某 物 體

的 固 有 色 (正 常 的 色 調 )， 以

及 被 光 線 所 投 射 後 的 色 調

改 變；極 強 調 互 補 色，常 見

的 是 紅 與 綠 橘 與 藍、畢 沙 羅

不 但 讓 彼 此 間 的 色 調 相 乘

相 加，更 運 用 少 許 的 科 學 原

理 釋 放 出 他 的 感 覺。其 繪 畫

的 色 點 運 用 較 受 制 於 個 人

的 情 感 與 細 小 的 筆 觸 所 掌

控 著 。  

秀 拉 運 用 其 所 學 之 色

彩 分 析 理 論 ， 籨 事 繪 畫 創

作 。 他 把 映 入 我 們 眼 中 的

光 色 ， 分 成 幾 種 基 本 的 原

色 ， 再 在 畫 面 上 用 無 數 細

小 的 色 點 把 它 們 表 現 出

來 ， 同 樣 是 分 析 色 彩 的 小

筆 觸 ，「 新 印 象 派 」比「 印

象 派 」 更 加 地 細 密 ， 且 更

具 裝 飾 性 風 格 。  

 

張 硯 暉 製 表  2010-11  

 

第 一 節  理 論 根 據 的 不 同  

物 體 的 色 彩 是 靠 固 有 色 和 光 的 投 射 所 引 發 出 的 色 調 ， 以 及 藉

此 所 產 生 的 補 色 ， 與 周 圍 色 彩 的 互 相 反 射 等 因 素 總 和 起 來 的 現

象 。 印 象 派 在 野 外 ， 透 過 不 斷 地 探 究 外 光 ， 再 從 繪 畫 的 經 驗 和 創

作 的 感 覺 而 獲 知 個 中 的 奧 妙 。 因 此 「 印 象 派 」 的 色 彩 分 析 ， 僅 是

粗 略 的 分 析 而 已 ， 完 全 依 照 畫 家 和 創 作 經 驗 去 塗 上 影 子 ， 或 大 略

地 把 色 調 分 解 。  

秀 拉 忠 實 地 依 據 科 學 理 論 ， 正 確 的 把 握 它 ， 而 且 使 其 體 系 化

讓 色 點 有 規 劃 的 點 上 ， 作 出 諧 和 的 色 點 。  

 

「色相對比（純色並置）、補色對比（補色相互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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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對比（純色和同種混和協條）、冷暖對比（冷暖色

之間和它們的冷暖色調之間相互對立）、明暗對比（黑

白灰三種調子的漸變或差距）、透明對比（透明色半透

明色有不同的明亮程度）、面積對比（不同顏色能夠產

生不同的質感）、同時對比（每一種顏色都傾向於將臨

近色傾向於將鄰近色推向它的補掃或相對色的方向在

一定條件下眼睛能將並置的顏色混和起來）、等等。而

在整體上制約這種相互關係的就是統一的色調。」 3 0 

 

以 一 塊 草 地 為 例 ， 一 半 有 日 光 ； 一 半 有 影 子 ， 在 日 光 部 分 的

色 彩 是 用 草 的 固 有 色，以 及 基 本 的 綠 和 光 源 色，例 如 中 午 是 黃 色，

隨 著 陽 光 的 變 化，到 了 黃 昏 運 用 趨 向 橘 紅 色 來 表 現 之。另 一 方 面，

影 子 以 固 有 色 的 綠 和 光 源 色 的 補 色 － 青 ， 及 綠 的 〈 固 有 色 〉 補 色

－ 紫 等 色 調 來 表 現 出 。 這 種 色 點 運 用 法 則 由 於 完 全 根 據 科 學 理

論 ， 所 以 是 固 定 的 ， 在 表 現 手 法 來 說 亦 是 最 精 確 、 穩 定 的 。  

 

第 二 節  手 法 的 不 同  

印 象 派 畫 家 用 生 動 的 筆 觸 或 粗 略 的 短 線 來 鋪 陳 色 彩 ， 其 筆 觸

的 大 小 、 方 向 頗 有 變 化 ， 不 過 色 彩 的 選 擇 多 少 帶 有 實 驗 性 ， 就 並

置 與 混 色 的 手 法 而 言 ， 是 尚 未 完 善 的 。 秀 拉 郤 重 新 創 見 自 然 色 澤

的 秩 序 。 首 先 他 製 造 一 種 色 環 ， 在 此 色 環 的 同 一 直 徑 上 ， 有 相 對

的 二 色 ， 並 始 終 配 置 處 於 補 色 關 係 的 顏 色 。 依 此 方 法 把 所 有 的 顏

色 ， 都 配 置 在 圓 狀 的 色 環 上 ， 以 構 創 作 時 檢 查 補 色 關 係 之 用 。 而

                                                 

3 0王 林 ，《 美 術 形 態 學 》， (台 北 ： 亞 太 圖 書 ， 民 國 82 年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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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作 畫 時 將 構 成 物 體 色 彩 的 各 種 顏 色 ， 儘 量 避 免 在 調 色 盤 上 混

合 ， 一 開 始 的 概 念 其 實 是 和 色 彩 分 析 的 手 法 一 樣 ， 以 純 色 的 小 點

佈 置 在 畫 面 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