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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主义之前”— 英国水彩画家透纳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绘画尤其是水彩画艺术蓬勃发展。此时英国艺术的兴起体现着处在城市文

化上升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的诸多崭新情趣。它体现城市中产阶级以上市民的生活品位和审美情感，折射工业社

会的生活场景和生活节奏的渐次变迁；它体现出某种“大众化”的特征，体现出比古典“学院艺术”更多的亲和

力，它又兼具英国视觉艺术重视文学性描述的浪漫传统，在美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其影响也逐渐遍及欧

洲其他各国及美洲。而约瑟 · 马洛德 · 威廉 · 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1851)是这一时期英国画坛最杰

出的代表之一。在美术史上，透纳与另一位英国画家约翰 · 康斯泰勃尔(John Constable. 1776-1837)齐名，正是透纳和

康斯泰勃尔的努力，使英国风景画真正摆脱了荷兰、法国或意大利绘画的影响，而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也正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风景画作为一个特殊画种才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独特魅力，以擅长描绘光与空气的微妙关系

著称的透纳，也被一些美术史家们看做是印象主义运动的一个先驱者，尽管透纳故去之后二十余年，法国印象主

义才为世人周知。

透纳于1775年4月23日出生，父亲是个理发师。其早年家庭变故颇多，妹妹年幼夭折，母亲精

神失常，由于家境原因，透纳被送到他的一个舅舅家中抚养。在绘画上透纳很早就体现出了出众的

才华，1789年，14岁的他进入皇家艺术学院附中学习，第二年即被皇家艺术学院接纳，并在当年的

学院年展上首次展出了自己的水彩画作品，以后他一生中几乎每年都有作品被院展接纳展出。1799

年，24岁的透纳被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破格接纳为最年轻的会员。透纳较早就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

英国的艺术批评舆论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也为他日后能够特立独行地进行新的艺术探索减少

了一些阻碍和压力。

透纳早期的作品，大都是些非常规范的学院派风景画，老老实实，中规中矩，色彩以棕色为

主调，景物以写实为基础，他笔下的宫殿、古堡、教堂，基本上是古典的、舞台布景式的描绘风

格，即便是他最爱画的大海，也多是平静而神秘的。然而此时的透纳也开始了对光的探究与表达，

如1796年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首幅油画作品《海上渔夫》，显示出他对自然界特殊的感

受，尤其是对光的感受，这件作品也体现着透纳在自然主义表现上的惊人才华，画中所

表现出来的月光与天空中的薄雾、光在波动的水面上的反射，使他获得极大的成功。

而透纳后期的作品，已近乎放弃了景物本身的形状描摹，致力去表现眼前的光和

影，在画面上组成运动着的团块和升腾着的焰火，呈现出接近抽象画的韵律感，更有

一种迷人的诗意，他的《雨、蒸气、速度——大西部铁路线》《捕鲸者》《帆船到达

海岸》几幅作品，均属此例。关于海和风暴的几幅作品中，更有一种崇高的野性美。

并且，透纳的水彩风景画尤钟情于描绘自然界中那些变化多端、转瞬即逝的景象，如

天空的云彩、大海的波涛、狂风暴雨等，且对这些景象进行主观的纯化、提炼。透纳

在其中大胆发挥了色彩的主观表现力及水彩颜料透明、流动的特性，展现了他对自然色彩的感悟力。同时，透纳的另一成功之处是将历史感怀和现实思绪引入风景画之中，使风

景画如同历史画那样承载“崇高”的内容。如被批评家罗斯金称为“透纳生涯中的中心作品”的《尤里西斯嘲笑独眼巨人》标志着透纳式的光、色、想象力进入古典传统绘画的

顶峰，在这里他保留了历史画主题的某些叙事成分，把戏剧性激情融于风景画，将光、色、影和线条节奏结合，形成自成一派的风景画风格。并且，透纳的浪漫主义风景画，与

19世纪英国文学中浪漫主义作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这时正活跃在英国文坛上，他们同透纳有过交往。透纳的风景画《恰尔德 · 哈洛德的朝圣》便取

材于诗人拜伦的同名长诗。透纳的绘画不仅标志着在继法国古典风景画和荷兰风景画之后又一个风景画高峰期的来临，也因在国际性的浪漫主义绘画艺术中加入具有英国历史和

环境特有的品格，而显示出他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气质。

透纳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色彩明亮且充满“运动感”。如果说人的生命本质在于运动，那么具有“运动感”的色彩就是其艺术的生命本质，他的水彩风景画能唤起观

众对色彩不同程度的“运动感”，从而引起观众的联想与想象。他在1817年创作的《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一画中，用单纯而富有变化的色彩，表现了火山爆发的场景，使人产生

一种对神奇自然的敬畏情绪。这种闪耀、灿烂的色彩确实给人以震撼、以美的享受。透纳拥有着浪漫情结，其意识、思想豁达而敏锐，情绪激昂、洒脱而又奔放。在艺术的形式

手法的探索方面，可以说透纳比康斯泰勃尔走得更远，他将恢弘完整的观察方法与洒脱的表现技巧自如地融为一体。

这种“洒脱”与“概括”的能力在19世纪的英国画坛乃至整个欧洲画坛是绝无仅有的。而透纳艺术的这些特征似乎能在数十年后的新一轮艺术探索中找到呼应：透纳的一些

透纳在考文特广场的第二个家透纳在考文特广场居所的阁楼，也是他的第一间画室 威廉 · 阿切尔1852年绘制

自画像 1798年 雕塑家查尔斯为青年时期的透纳所绘的肖像

透纳的出生地 , 伦敦中心的考文特广场  巴尔塔札 · 涅伯特约1750年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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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尤其是对光的感受，这件作品也体现着透纳在自然主义表现上的惊人才华，画中所

表现出来的月光与天空中的薄雾、光在波动的水面上的反射，使他获得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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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透纳的水彩风景画尤钟情于描绘自然界中那些变化多端、转瞬即逝的景象，如

天空的云彩、大海的波涛、狂风暴雨等，且对这些景象进行主观的纯化、提炼。透纳

在其中大胆发挥了色彩的主观表现力及水彩颜料透明、流动的特性，展现了他对自然色彩的感悟力。同时，透纳的另一成功之处是将历史感怀和现实思绪引入风景画之中，使风

景画如同历史画那样承载“崇高”的内容。如被批评家罗斯金称为“透纳生涯中的中心作品”的《尤里西斯嘲笑独眼巨人》标志着透纳式的光、色、想象力进入古典传统绘画的

顶峰，在这里他保留了历史画主题的某些叙事成分，把戏剧性激情融于风景画，将光、色、影和线条节奏结合，形成自成一派的风景画风格。并且，透纳的浪漫主义风景画，与

19世纪英国文学中浪漫主义作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这时正活跃在英国文坛上，他们同透纳有过交往。透纳的风景画《恰尔德 · 哈洛德的朝圣》便取

材于诗人拜伦的同名长诗。透纳的绘画不仅标志着在继法国古典风景画和荷兰风景画之后又一个风景画高峰期的来临，也因在国际性的浪漫主义绘画艺术中加入具有英国历史和

环境特有的品格，而显示出他独特而丰富的文化气质。

透纳绘画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色彩明亮且充满“运动感”。如果说人的生命本质在于运动，那么具有“运动感”的色彩就是其艺术的生命本质，他的水彩风景画能唤起观

众对色彩不同程度的“运动感”，从而引起观众的联想与想象。他在1817年创作的《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一画中，用单纯而富有变化的色彩，表现了火山爆发的场景，使人产生

一种对神奇自然的敬畏情绪。这种闪耀、灿烂的色彩确实给人以震撼、以美的享受。透纳拥有着浪漫情结，其意识、思想豁达而敏锐，情绪激昂、洒脱而又奔放。在艺术的形式

手法的探索方面，可以说透纳比康斯泰勃尔走得更远，他将恢弘完整的观察方法与洒脱的表现技巧自如地融为一体。

这种“洒脱”与“概括”的能力在19世纪的英国画坛乃至整个欧洲画坛是绝无仅有的。而透纳艺术的这些特征似乎能在数十年后的新一轮艺术探索中找到呼应：透纳的一些

透纳在考文特广场的第二个家透纳在考文特广场居所的阁楼，也是他的第一间画室 威廉 · 阿切尔1852年绘制

自画像 1798年 雕塑家查尔斯为青年时期的透纳所绘的肖像

透纳的出生地 , 伦敦中心的考文特广场  巴尔塔札 · 涅伯特约1750年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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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感，营造出独特的浪漫主义氛围的世界，故而美术史中一直把他誉为最早成功表现大自然风景的画家。

透纳在推进水彩画技术表现的同时，也加强了风景画的地位和影响。前者关乎艺术表现的技艺、手法，后者关乎艺术创作的主题内容，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透纳以前，西

方风景画的地位正在逐渐上升，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风景画与历史画、贵族肖像画的地位尚不能等量齐观—— 一种当时弥漫欧洲画坛许久的偏见认为，画面上只有风景而没

有“历史”，没有故事和人物，就仿佛只画马鞍而不画马一样……即使在透纳以前，已经出现如尼古拉斯 · 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年)和克劳德 · 洛兰(Claude Lorrain，约

1600-1682年)这样优秀的古典主义风景画家，但他们的风景画面也往往以历史为借口，如一片罗马废墟、港口夕照的画面，题名为“克丽奥巴特拉女王抵达罗马”云云，这说明

风景画的魅力开始为世人所知，但风景画主题自身的合法性价值仍然被传统习惯所深深抵触。

透纳的时代从几个方面打破了这个禁忌。首先一个动力正是来自于水彩画，水彩画在作为一种技巧日益成熟、独立的同时，与水彩画相关的表现主题也获得了解放。原本作

为油画的一种“草稿”，在“正式”的油画中不得出现的“独立”风景在水彩画中可以自由地表现——当水彩画的这种自由表现获得官方承认之时，大家发现承认风景画主题的

独立性也就顺理成章。其次风景画的地位提升还来自19世纪人们对于“大自然”特有的激情，人们从自然中先是找到“上帝”的力量，而后更超越信仰，找到了浩瀚宇宙本身的

审美魅力。在透纳的时代，人们逐渐学会理解自然之美，理解不仅仅表现人是有价值的，表现每一草一木都能凝聚艺术家最真实的感动。最终，人们在透纳的艺术中找到了这种

感动，不仅仅是他的水彩，他的油画也像水彩画一样透明、响亮、光彩夺目，不仅具有超越时代的洒脱概括手法，并

且往往山呼海啸，荡气回肠，在透纳画面的光与空气当中，真正体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节律，不论是描绘雨中的蒸汽

机鸣响，还是骚动海面上的船帆，我们往往能看见，是看见而不是听见那种令人难忘的声音。在这里，透纳的艺术甚

至超越了纯粹风景画而或诸如“印象派”的范畴，而具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透纳活跃于印象主义之前，他的艺术的

某些特点启发了印象主义运动，但其艺术的澎湃生命，又绝非“前印象主义”，或者“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这类简单说明所能涵盖。

是的，透纳在生前获得了一些荣誉，但其对于美术史的卓越贡献在当时习见深重的英国画坛上并未被完全发现。

19世纪的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 · 罗斯金(John Ruskin)在其名作《现代画家》中曾断言，透纳“终将有一天会在英国的名

人录中与莎士比亚和弗朗西斯 · 培根齐名。”在现今的网络和公众传媒当中，透纳已经被公认为英国最重要的画家之

一，其知名画作屡被提及，且继续活跃在我们当代的艺术视野当中，罗斯金的预言已近乎实现。

海景画，在整体光色的宣泄下就很“印象”。他对色彩层次及其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开辟了20世纪色彩理论的先

河；他以自己早年大量的室外写生的艺术实践以及晚年那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绘画作品，给后来的法国印象派提供

了表现室外光影变化之美的范例；他晚年那些将具体物象抽象化的画作，则为20世纪兴起的现代抽象画派开启了先

河。在观察角度、创作思想以及技法探索中，透纳都远远走在同代画家的前面。在1840年展出的作品《奴隶贩子将

死亡和即将死亡的奴隶扔进海里——台风即将来临》中，透纳似乎更重视的是一种气氛、一种印象和一种能感染观

众的主观感情的表达，所以，在他的画面中，描绘主体轮廓的完整性和清晰性都牺牲了。透纳于1835年创作的《傍

晚装卸煤炭的船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也可被称为“印象 · 月出”，与莫奈《印象 · 日出》有许多惊人的相

似之处。透纳本人在印象主义产生前三十多年就曾说过，他的绘画是他的视觉经验的准确体现。他还对一位学画

的人说过：“你应当画你的印象。”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康斯泰勃尔的艺术辐射到马奈是经过了柯罗 ( Camille 

Corot,1796-1875年 ) 和布丹 ( Eugène Boudin,1824-1898年 ) 等的传递过程的话，那么透纳到莫奈的这种视觉形式感

上的“传递”就是直接的了。透纳的艺术所具

有的时代跨越性，由此进入了美术史的视野。今天，当人们谈到19世纪末的印象主义艺术和20世纪的抽象表

现主义艺术时，似乎都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这位英国画家大胆而卓有成效的艺术探索。

归结言之，透纳在艺术史上的特殊贡献，首先是为奠定和巩固水彩画在艺术界的地位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当时学院艺术的一般习见认为，水彩画仅仅是一种“彩色素描”，它是为正式创作油画所做的一种画稿

准备，水彩画本身不具备完成性—换句话说，这种本身“不完整”的水彩画自然就没有被当做完整完善的艺

术作品看待的价值。但是以透纳为代表的几代英国水彩画家则致力于研究水彩画的独特性，发掘其特殊的艺

术表现力，终于打破了这一整套习惯上的偏见，创作出了具有鲜明活力且更个性化的水彩作品，水彩画开始

能够以一种独立画种的方式与传统的学院油画分庭抗礼。在透纳的一生中，水彩画都是其钟情的表现方式，

透纳在他的水彩风景画里超越了传统绘画中对自然色彩模仿再现的表现手法，将自然的客观色彩融入个人内

约翰 · 罗斯金 (1819-1900年) ，英国
著名艺术评论家、画家，始终是透
纳的拥戴者和真诚的朋友

《画展前一天的透纳》S.W.帕洛特绘于1830-
1840年 , 表现了透纳在画展前调整自己画作的
情景

透纳亲自设计的位于特维克纳的家

乔治 · 琼斯绘制的《圣保罗大教堂地
下圣堂的透纳葬礼》

透纳逝世时的面部模型 
伦敦国家肖像画廊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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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感，营造出独特的浪漫主义氛围的世界，故而美术史中一直把他誉为最早成功表现大自然风景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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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品看待的价值。但是以透纳为代表的几代英国水彩画家则致力于研究水彩画的独特性，发掘其特殊的艺

术表现力，终于打破了这一整套习惯上的偏见，创作出了具有鲜明活力且更个性化的水彩作品，水彩画开始

能够以一种独立画种的方式与传统的学院油画分庭抗礼。在透纳的一生中，水彩画都是其钟情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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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  A11

牛津的佛里桥与培根塔  1787年  钢笔 墨水 水彩 画纸  30.8×43.2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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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  A59 1791  B33

埃尔特姆的约翰王宫内部  约1791年 

水彩 白色画纸  33.2×27 cm  纽黑文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藏

布里斯托尔附近的房屋  约1791年 

水彩 画纸  29.2×25.4 cm  贝德福德 塞西尔 · 希金斯美术馆藏

1792  A61 1794  A63

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的汤姆塔  1792年 

铅笔 水彩 白色画纸  27.2×21.5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圣安赛尔姆礼拜堂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圆顶  1794年 

水彩 白色画纸  51.7×37.4 cm  曼彻斯特大学 惠特沃思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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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  A59 1791  B33

埃尔特姆的约翰王宫内部  约1791年 

水彩 白色画纸  33.2×27 cm  纽黑文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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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 画纸  29.2×25.4 cm  贝德福德 塞西尔 · 希金斯美术馆藏

1792  A61 1794  A63

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的汤姆塔  1792年 

铅笔 水彩 白色画纸  27.2×21.5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圣安赛尔姆礼拜堂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圆顶  1794年 

水彩 白色画纸  51.7×37.4 cm  曼彻斯特大学 惠特沃思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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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神庙，火灾之后的早晨  1792年  水彩 画纸  39.5×51.5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1792  A14 1794  B39

雷克瑟姆的店铺和客栈  1794年  铅笔 水彩 画纸  23.6×32.4 cm  伦敦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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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神庙，火灾之后的早晨  1792年  水彩 画纸  39.5×51.5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1792  A14 1794  B39

雷克瑟姆的店铺和客栈  1794年  铅笔 水彩 画纸  23.6×32.4 cm  伦敦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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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95  B45

特伦特河上的纽瓦克城堡  1794 - 1795年  水彩 画纸  30.5×42.9 cm  纽黑文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藏

1797-98  B44

韦克菲尔德桥  1797 - 1798年  水彩 画纸  26×43 cm  伦敦 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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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95  B45

特伦特河上的纽瓦克城堡  1794 - 1795年  水彩 画纸  30.5×42.9 cm  纽黑文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藏

1797-98  B44

韦克菲尔德桥  1797 - 1798年  水彩 画纸  26×43 cm  伦敦 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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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  画廊5 A65 1797  F17

海上渔夫  1796年  油彩 画布  91.5×122.4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月光 ,  在米尔班克的习作  1797年  油彩 画布  31.5×40.5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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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  画廊5 A65 1797  F17

海上渔夫  1796年  油彩 画布  91.5×122.4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月光 ,  在米尔班克的习作  1797年  油彩 画布  31.5×40.5 cm  伦敦 泰特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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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  A691797-80  B37

约克郡的圣阿加莎修道院 ( 修道院的水池 )  1797 - 1800年  水彩 画纸  51.4×76.2 cm  曼彻斯特大学 惠特沃思美术馆藏 格拉摩根郡埃万尼小修道院的十字形耳室  1797年  铅笔 水彩 白色画纸  40×55.9 cm  加的夫 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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