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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素质教育搭建更广阔的平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新世纪新的形

势对中国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艺术素质无疑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

所谓艺术素质是指具备艺术范畴内的内在知识水平和外在表现相协调

统一的一种综合水平和能力。比如从事舞蹈、音乐、绘画、文学创作等艺

术行为的人他们所具备的和艺术相关的能力，就可称之为艺术素质。在艺

术的殿堂中，美是首要，只要你从艺术中看出了美，产生了共鸣，你就欣

赏了它。欣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统一规范。正是个体的差异，

才有艺术的百舸争流、万花怒放。因此，尽情地去看，尽情地去欣赏吧，

发现了美这才是最重要的。

本书涉及的艺术鉴赏门类包括油画艺术欣赏、雕塑名作欣赏、建筑艺

术欣赏、电影艺术欣赏。

油画艺术在西方绘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几乎每一位绘画大师都

是凭借其精美的油画作品耸立在艺术之林。这些精美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

中也如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历程。

雕塑艺术是一种利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材料如泥土、金属、石块、木

头等作为媒介或载体，以占有三度空间的构成方式，用凝练的艺术语言来

塑造美的过程。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她非凡的魅力，使得一代又一代富有

才华的艺术家为之倾倒。雕塑艺术独具才华的艺术语言，记载了千百年来

人类发展的过程，她所包含的广阔的生命内容是雕塑艺术家对人类生命的

审美评价，揭示了从远古到现代，雕塑艺术对人类生命的探源寻本，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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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示了她动人的生命光彩。

建筑艺术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和最古老的艺术之一。以其功能

性特点为标准，建筑艺术可分为纪念性建筑、宫殿陵墓建筑、宗教建筑、

住宅建筑、园林建筑、生产建筑等类型。从总体来说，建筑艺术与工艺美

术一样，也是一种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艺术。

电影艺术是近年来最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艺术，它以现代科技为手段，

以画面与声音为媒介，在运动着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银幕形象，反映和表

现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一般而言，电影是一种综合了艺术和

科技的综合性艺术，电影还是多种艺术元素的综合。本文辑录了一些经典

电影简介，为青少年电影欣赏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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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艺术欣赏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欣赏

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继承了希腊、罗马的艺术观念，即不仅注重作品

要描述某一事件或事实，还要揭示出事件或事实的前因后果，形成了注重

构思典型情节和塑造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

一、具象绘画的历史背景由来已久

具象绘画是写实绘画发展、延伸后对于平面以具体形象为特征的绘画

形态。这是一个大的范畴，但是究其起源，绘画却是起功能性作用的，而

能起到功能性作用的手段就是其写实。于是，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里，

它又被认为是对自然的忠实的描写，是对自然现实以具体的形象来表现的

艺术。

西方艺术中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具象绘画，其主要理论来源于古希腊

的哲学思想，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模

仿是人的本能，画家和雕塑家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模仿许多事物，

但亚里士多德并不主张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

两种不同的原则，后来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理论。

在文艺复兴之后，具象绘画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注重作品要描述某一

事件或事实，还要揭示出事件或事实的前因后果，于是形成了注重构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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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情节和塑造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印象派产生

之前，具象绘画在再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方面已经达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

人们在欣赏大量的具象绘画时，会被那高超的写实技巧和和完美的题材与

情节性所折服。

二、典型情节与形象

作品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演变过程。由一组以上能显示人和人、人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具体事件和矛盾冲突构成。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

一系列事件情节，应当体现出人物行为之间的冲突。情节是叙事性文学作

品内容构成的要素之一，它是指叙事作品中表现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

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它是由一系列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与人物、

人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事件构成。高尔基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

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

构成的历史。因此，情节的构成离不开事件、人物和场景。文艺复兴绘画

中的典型情节在于用一幅特定的画面去表现当时人的心情与思维，让现实

再现，尽可能真实地去反映一件事情、一个人物、一个场景或是一件物品。

典型的形象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指用典型化方法创造出来的具

有独特个性又能反映一定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的艺术形象。典型人物形象

形成于一定的典型环境即具体的现实关系中并对它发生作用，但典型人物

形象又往往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

艺术论中典型形象是指能够反映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而又具

有极其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艺术审美认识的特征，就是通过

个别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艺术之所以能够在

娱乐和美的享受中达到对于生活真理的领悟，通过富有感染性的艺术形式

达到对于生活规律性的认识，就因为它创造了典型。

形象与情节的塑造不能脱离其真实性，写实油画是一种最直接的真诚

的语言，在油画的发展过程中写实油画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油画能清晰地

表达出画家的观念感情，也许表现的力度或是激动的程度不够，但我敢说

这是画家已经蓄谋已久的。油画所表现的东西最为单纯、最为真切。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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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有对事物发生兴趣的时候，就会通过具象的写实形式将其呈现在画布上，

并赋予我们自己最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对它爱不释手，从而使得观众通过

它产生共鸣。选取最有意义的一个场景和情节，作画时要保证其真实性，

所表达的主题和观点明确，才能很好地将作品统一。

三、核心价值及技巧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由于这时期倡导以重视人的价值为核心的人文

主义，美术家们的思想逐渐从长期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敢于

探索，一方面从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和

科学的探索，发明了透视法，解决了在平面上真实地表现三度空间的方法；

同时，改革了油画材料和技法，大大地提高了油画的艺术表现力，使西方

绘画描绘客观对象的技巧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产生了波提切利、达芬奇、

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扬凡埃克、勃鲁盖尔、丢勒、荷

尔拜因等一批成绩卓著的画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出于对宗教

的批判，有着关注社会现实的积极要求，使宗教题材的作品含带明显的现

实世俗因素。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继承了希腊、罗马的艺术观念，即不仅

注重作品要描述某一事件或事实，还要揭示出事件或事实的前因后果，形

成了注重构思典型情节和塑造典型形象的艺术手法。在每件作品中，都选

取有独立的场景或人物，作品表现生动，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极力真实地

去反应一个人的心态和思维，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来表达人文主义的思想。

维纳斯的诞生　意大利　波提切利

《维纳斯的诞生》一画，作于１４８５年间。据说，画家波提切利从波利齐

安诺一首长诗 《吉奥斯特纳》中受到启迪，诗中形容维纳斯女神从爱琴海

中诞生，风神把她送到岸边，春神又从右边急忙迎来，正欲给她披上用天

空的星星织成的锦衣，纷飞的鲜花加强了这种诗的意境。画家处理这个场

面时，舍弃了原诗中一些喧闹的描写，把美神安排在一个极幽静的地方，

背景是平静而微有碧波的海面。

维纳斯忧郁地站在象征她诞生之源的贝壳上，她的体态显得娇柔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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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斯背像

对迎接者以及这个世界似乎缺乏热

烈的反应。它告诉观者，女神来到

人间后对于自己的未来，不是满怀

信心，似乎充满着惆怅。维纳斯这

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艺术家

自己这个时期对现实生活的惊惶与

不安。

古代希腊人想象中的维纳斯，

生下来就是个少女。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却把这段神话作了唯心主义

的解释，他说，美是不可能逐步完

成或从非美中产生的，美只能自我

完成，它是无可比拟的。波提切利

这一形象也为这种哲学作图解，这

个维纳斯的姿态，就是按照古典雕

像的样式来描绘的，只是把两只手

换了个位置，然而画上的形象并没有古典雕像的健美与娴雅，给观众的印

象是萎靡和娇弱，并且充满着对生活的迷茫。这就是画家自己对现实的矛

盾反映。

再从表现技法上看，作者的写实手法中掺杂一些变形的因素，如维纳

斯的脖子过长，头发用线太过分，好象是一绺绺有弹性的物体，手足的比

例也夸张些。这一切，似乎在故意强调形象的精神，而不是着重表达肉体。

波提切利很善于用线。线条在维纳斯裸体上变得极为流畅，至于那个风神

形象上的线就更复杂，具有旋转的趋势。全画的色调也极明朗和谐，艺术

家用这一切来尽量强调形象的秀美与清淡，只能让人感到作者的意图是神

秘的，主题思想是隐晦的。全画系用丹配拉 （一种用蛋清和以胶质的壁画

颜料）画成，现藏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波提切利 （１４４５～１５１０）真名亚历山大·菲利浦。少年时代就酷爱绘

画，开始时当金银艺匠学徒，因为有绘画天资，１５岁时被做皮革匠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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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画家菲利浦·利皮的画室学画。利皮带着波提切利一同描绘现实生活

中的人，并借鉴古希腊艺术中的理想，所以他们创作的圣母子和神话人物

都具有世俗的情态：和蔼可亲、动作轻盈、身着绢纱、临风飘逸。

后来波提切利又转从委罗基奥门下，与比他小７岁的达·芬奇同窗共

学。２７岁的波提切利决定自立门户，独立开设工作室接受社会订件。由于

他曾师从利皮，因此也受美第奇喜爱和赏识，逐渐成为美第奇宫廷画家中

的领袖。

波提切利生活的佛罗伦萨，在有才能并有开放胆识的美第奇统治的下，

成为意大利科学文化艺术繁荣的中心。人们可以自由争论、探讨科学、研

究哲学和创造艺术。人们的心扉大开着，呼吸各种新鲜的学术空气，接受

各种情感的刺激，竭力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美丽的图画到处可

见，动人的乐曲不绝于耳，庆典与宴会充斥市井，歌舞与狂欢夜以继日。

这种现实生活，为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画家们用古希腊人

的审美理念去观察自然和人生，既忠于现实，又追求理想。

蒙娜丽莎　意大利　达·芬奇

《蒙娜丽莎》现藏法国卢浮尔宫美术馆。原型是威尼斯公爵夫人，当时

威尼斯公爵请达·芬奇为其夫人画一幅肖像，而当这幅画作完成之后，

达·芬奇因为太喜欢这幅画，不舍得交工，就连夜打包，和仆人一起逃跑

了。蒙娜丽莎的右手更被称为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手。

它代表着达·芬奇的最高艺术成就，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上

升时期一位城市有产阶级的妇女形象。据史料记载，《蒙娜丽莎》当时年约

２４岁。达·芬奇为了唤起她发自内心的情感，曾经请到了钢琴师为她演奏、

丑角为她表演。但是，这个见多识广、冷漠、理性的女人并没有使画家得

到他想要捕捉到的东西，为此，画家不得不将画作断断续续地延迟。有一

天，这个富贵女人在翻阅画家草图时，忽然发现了画着鸭掌的图画，她感

到非常疑惑。画家说，这是他为研究和设计飞行器而画的，因为鸭子在水

中滑行和飞禽在空中飞翔有某种相似之处。鸭掌滑水动作虽然简单，但隐

藏着飞行器飞行的某种秘密。这个冷漠、理性的女人听到这番话，又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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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

飞行器一旦设计成功，人类将

可以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情景，

顿时，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并

由衷地发出了微笑。这一难得

而发自内心深处的微笑立即被

达·芬奇捕捉到了，并把它成

功地塑造了出来。

这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发烧

友的一幅画，不要说艺术界，

单就政界要员对她的迷恋就令

人诧异：大名鼎鼎的戴高乐总

统每当心绪烦躁时，必驱车前

往卢浮宫欣赏 《蒙娜丽莎》，

出来后便满面春风，原先的烦

恼荡然无存；而蓬皮杜总统则

公开承认无法克制对 《蒙娜丽

莎》的心驰神往之情。世纪伟

人邱吉尔可谓是曾经沧海了，

可他晚年有幸亲抚 《蒙娜丽莎》时，竟无法控制颤抖的手指；铁娘子撒切

尔夫人亦对 《蒙娜丽莎》情有独钟，无缘享有真迹，就收藏了４幅赝品。

达·芬奇，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

期最完美的代表。说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当数达·芬奇、米开

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成就最高。他们的艺术成就达到了西方造型艺术继古希

腊之后的第二次高峰，仅绘画而言，则达到了欧洲的第一次高峰。其中尤

以达·芬奇最为突出，恩格斯称他是巨人中的巨人。在艺术创作方面，

达·芬奇解决了造型艺术３个领域———建筑、雕刻、绘画中的重大问题：

１．解决了纪念性中央圆屋顶建筑物设计和理想城市的规划问题；

２．解决了１５世纪以来雕刻家深感棘手的骑马纪念碑雕像的问题；

３．解决了当时绘画中两个重要领域———纪念性壁画和祭坛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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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不仅能像镜子似的反映事物，而且还以思考指导创作，从自然

界中观察和选择美的部分加以表现。壁画 《最后的晚餐》《安吉里之战》和

肖像画 《蒙娜丽莎》是他一生的三大杰作。这三幅作品是达·芬奇为世界

艺术宝库留下的珍品中的珍品，是欧洲艺术的拱顶之石。

１４５２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海滨小镇———芬奇镇的一个名为安

奇亚诺的小村庄里，一个叫列昂纳多·达·芬奇的小私生子诞生了。他的

父亲皮耶罗是佛罗伦萨有名的公证人，家庭富有。达·芬奇的童年是在祖

父的田庄里度过的。孩提时代的达·芬奇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兴趣广泛。

他歌唱得很好，很早就学会弹七弦琴和吹奏长笛。他的即兴演唱，不论歌

词还是曲调，都让人惊叹。他尤其喜爱绘画，常为邻里们作画，有 “绘画

神童”的美称。

皮耶罗将小芬奇送往佛罗伦萨，师从著名的艺术家韦罗基奥，开始系

统地学习造型艺术。此时的达·芬奇只有１４岁。当时，皮耶罗受一位农民

的委托，要画一幅盾面画。他听说儿子会画画，想试试儿子的画艺，便将

这任务交给了小芬奇。小芬奇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用了１个月的时间，

画成了一个骇人的妖怪美杜莎。这幅作品完成后，小芬奇请父亲来到他的

房间。他把窗遮去一半，将画架竖在光线恰好落在妖怪身上的地方。皮耶

罗刚走进房间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面目狰狞的妖怪，吓得大叫起来。小

芬奇则笑着对父亲说：“你把画拿去吧，这就是它该产生的效果。”

韦罗基奥的作坊是当时佛罗伦萨著名的艺术中心，经常有意大利人文

主义者在这里聚会，讨论学术问题。达·芬奇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的

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开始接受人文主义的熏陶。达·芬奇在２０

岁时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的

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

达·芬奇并不满足他的这些才干，他要掌握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他

眼光独到，做事干练，具有艺术的灵魂。有一次，他在山里迷了路，走到

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

绪———害怕和渴望：对漆黑的洞穴感到害怕，又想看看其中是否会有什么

怪异的东西。”他一生都被这两种情绪所羁绊———对生活的不可知性或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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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知的神秘感到害怕，而又想把这个神秘的不可知性加以揭露、加以研究，

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

在文艺复兴早期，人们盲目地接受传统观念，崇拜古代权威和古典著

作。人们学习科学知识也只是学习像 《圣经》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理论，只

相信文字记载。达·芬奇反对经院哲学家们把过去的教义和言论作为知识

基础，他鼓励人们向大自然学习，到自然界中寻求知识和真理。他认为知

识起源于实践，只有从实践出发，通过实践去探索科学的奥秘。他说理论

脱离实践是最大的不幸，实践应以好的理论为基础。达·芬奇提出并掌握

了这种先进的科学方法，采用这种科学方法去进行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

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后来得到了伽利略的发展，

并由英国哲学家培根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最基本方法。

达·芬奇坚信科学，他对宗教感到厌恶，抨击天主教为一个贩卖欺骗的店

铺。他说：“真理只有一个，他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之中。”达·

芬奇的实验工作方法为后来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爱因斯坦、牛顿等

人的发明创造开辟了道路。

最后的晚餐　意大利　达·芬奇

《最后的晚餐》是基督教传说中最重要的故事，几乎被所有宗教画家描

绘过。达·芬奇于１４９５年接受了米兰圣玛利亚·格雷契修道院的订约，开

始创作 《最后的晚餐》壁画，直到１４９６年才告完成。

在达·芬奇为米兰格雷契寺院食堂画 《最后的晚餐》之前，所有的画

家对画面艺术形象处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犹大与众门徒分隔

开，画在餐桌的对面，处在孤立被审判的位置上。这是因为画家们对人的

内心复杂情感无法表现，从形象上难以区别善恶。由于达·芬奇对人的形

象和心理作过深入的观察和研究，能从人物的动作、姿态、表情中洞察人

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并表现出来。

达·芬奇站在新时代的前列，赋予这一传统宗教题材以新的思想和境

界，在神的形象中挖掘和表现了人的心理和情感，高度体现了文艺复兴的

进步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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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晚餐》是表现耶稣已经知道自己的不幸将临时，在与门下众弟

子共进最后的晚餐宴席上，宣布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这句话

刚说完，就在１２个门徒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画家着意刻画弟子们瞬间所

表露出来的极其复杂的、各不相同的心理反应。画家赋予画中每个人物以

鲜明的性格气质，紧紧扣住每个门徒对基督的话做出明白的、毫不含糊的

表态。这个场面就好像在一池平静的水面上投掷一块石头所引起的那愈来

愈大的波纹浪图一样，在此之前是十分平静的晚餐，突然引起巨大的波动，

门徒中每个人的动作、手势及面部的表情所传达出来的是微妙的因人而异

的心理差别和变化。

全画总共１３人，基督居于面面中间位置，其余１２个门徒分４组平均对

称排列左右，这些组合是由每个人的心变化和感情联系自然结合在一起的，

画中人的情绪造成画面的气氛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画家运用造型艺术的

手段使画中人和欣赏者的感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如果来探究一下画幅

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和情绪发展是很有意思的。请看：基督在说完你们中有

一个人出卖了我这句话以后，神色镇静而又慈祥，很自然地摊开两手，微

微低垂着头，毫无恐惧之色，为刚才所说的那句话似乎还有点不甚感慨之

情。门徒中反应强烈、显得特别激动的是坐在基督左手边的那一组３个人，

他们各具有一个表达情感的动作。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年轻的、具有火爆性

格的菲利普突然按捺不住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带着不可捉摸的疑问转向

基督，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手捂着胸口，欲向基督表白自己

对老师的真诚与纯洁；那个老雅各极度愤慨，用力地摊开双手，身子因失

去重心而稍向后仰，好像在向同伴表示：我实在不知道，竟然出了这么大

的事，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后面站着的是多马，他尽量按下性子，向基

督举着食指向上，哆嗦的说出真的？天晓得，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他实在

弄不清楚刚才发生的事情。在靠近基督右边的一组３个人中充满着一种复杂

情绪，显然处于克制状态。那个告密的叛徒犹大就在这一组里，当他听了

基督的话以后，做贼心虚地急速扭动身子，惊恐万状地想远离老师，并且

慌忙地握紧告密所换来的钱袋，战栗而极端害怕地斜视着威严的基督，他

阴沉而丑陋的，又显得特别粗鲁的脸皮，被善良貌美的约翰和坚强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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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面孔衬托、对照得更加鲜明突出；约翰优柔地把头垂在一边，搭拢双

手，神志焦虑，不知如何办是好，在倾听彼得细言；彼得的头在约翰和犹

大之间显得特别突出，他勃然大怒地站起来弯身前倾向着约翰，并把左手

按在他的肩头，紧贴耳边，似乎在低声询问约翰：你知道是谁出卖了我们

的老师吗？此时他的左手还紧捏着—把刀，好像正在表示，要是我知道是

谁告的密，一定要亲手杀死他，来为我们的老师报仇，这是一个急性而富

有正义感的人。在靠近彼得右手边一组是张开双手的，显得震惊而又沉着

的，上了年纪的巴多罗迈。他的手势似乎表明要大家不要惊慌，他自己严

肃而冷静地凝视着基督，在这危急关头想拯救老师。搂住巴罗多迈的是小

雅各，他紧张地望着基督无能为力。站在桌子顶端的、身强力壮的是安得

烈，他扭身向前，颇有冲上前去之势，这一组的３个人都凝神注视着基督，

把欣赏者的视线完全引向了基督。最左面一组的另外３个人是达太、西门和

马太。马太虽然脸向左边的老达太，可是双手却伸向基督，好像在询问有

经验的老人，刚才老师讲的话到底指的是谁呢？从老达太摊开的双手看，

表示自己也正为这件突如其来的事纳闷，好像在十分疑惑地告话他：我真

的什么也不知道。西门也在苦苦思索这从天而降的大祸，但是毫无结果。

到此为止，画里１３个人的外貌，情绪和性格特征，活灵活现地印入我们的

脑子里，观赏画的人好像随画中人经历了这一严重时刻。这是一群典型的

人物，具有典型的性格，处在典型的环境中。画面具有戏剧冲突的舞台艺

术效果，它是一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情节性历史画，这个题材曾为达·芬

奇之前的不少画家所描绘过，但唯有达·芬奇的 《最后的晚餐》为空前的

杰作。

《最后的晚餐》在艺术形式的处理上也是极为完整和成功的。画面的构

图并不复杂，基本上是在一直线上穿插变化的，因此总体上是在单纯中见

丰富。大师把１３个感情激荡的人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既有区别又紧密联

系，既突出了基督的主要形象，又层次分明地刻划出每一个人的外貌和性

格特征，高度地概括又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画家尽可能地调

动了一切艺术手段，着意表现出耶稣的临危不俱、神态自若。大师把耶稣

安排在既是画面中心、又是视觉中心的位置上，用背景中大门的透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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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清楚地衬托出耶稣的形象，并且有意识地把两侧的门徒和耶稣分开，初

看似乎耶稣很孤立，实际上内在的情绪和感情，以及事件把他和门徒始终

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切都以耶酥为中心：画中的餐桌，墙壁门窗和天花板

的处理取平行透视，都集中而消失在基督的形象上；这一切很自然地把观

众的视线首先吸引到基督的身上。画家将１２个门徒３人一组平均对称地分

配在基督的两边，以其各自的动作和表情与基督发生联系和呼应。整个环

境和道具的处理比较单纯，为的是更加突出激动的人物，这些独具匠意的

艺术处理，使艺术语言显得高度精炼，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绘画是空间静态的艺术，它不可能像小说和戏剧那样，把事件和复杂

的情节、人物的性格和情绪的发展变化细致而深刻地一一告诉观众，只是

靠一个静止的瞬间形象，去揭示变化和发展着的生活。为了刻画人物的性

格和变化着的思想感情，画家必然要设法抓住能显示画中人内心活动的外

部特征，即对人物的动态和面部表情加以塑造，通过可视的形象，使欣赏

者产生符合画家创作意图的联想和想象，从而理解这个瞬间的前因和后果。

因此，虽然都是静止的人物，但能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静中求动。画家

为了获得这种艺术效果就必须精心地为自己的主题、情节选择一个环境，

运用典型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去表现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物，清楚地表明画家

打算告诉观众的一切方面，使处于静态的画面成为一出剧的缩影，这应该

是情节性绘画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达·芬奇的创作达到如此高的成就，与他辛勤的艺术劳动是分不开的。

他的创作态度极其认真严肃，他为 《最后的晚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和劳

动。他在创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周详而细致，画了大量的速写，构思时

进行深思熟虑的推敲，他深入地研究每个登场人物的动作表情，并为每个

人规定了行为举止的意图。在他为这幅画所作的笔记中写道，一个人饮了

酒并把杯子放下来，把头转向说话的人，另一个人合拢双手的手指，眉头

紧皱，看着自己的同伴，又一个人伸出两手的手掌，把肩耸到耳边，嘴上

显得惊奇的样子……。在这些笔记中虽然没有注明门徒的名字研究工作，

但据分析看，达·芬奇在创作想象中对于具体地塑造每个门徒，已经作了

严格的选择和规定，基本上根据每个门徒的性格特点和外貌特征，设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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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他们各不相同的行为，以及在整个构图中所占的地位。这些明显的

意图在他遗留的一些速写中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出来，因此我们现在所看到

的画幅中每个人物都有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动作和表情。

达·芬奇在创作 《最后的晚餐》的过程中，他的工作作风是既严肃认

真，而又富有情趣。他对自己的艺术语言的运用极为慎重。有时候他长时

间地站在自己的画前沉思，停笔徘徊许久。据说这使不懂艺术的寺院院长

十分恼火，竟然无理责难达·芬奇是有意怠工拖延时间，并且打算催促他

一刻也不要停笔作画。他自己不好意思去催逼达·芬奇，便不断地在他的

总管面前唠叨，要他去找达·芬奇谈谈为什么总是站着不动笔，总管没有

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用委婉的方式，转弯抹角地示意大师快点作画，并且

尽量让达·芬奇理解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院长的旨意。大师并没有生总

管的气，还和他就画的艺术性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交谈，最后向他严肃地

表示，自己将会很快完成这幅壁画，目前只是剩下两个人额头需要刻画，

一个是基督，另一个就是叛徒犹大。基督的头像问题不大，很快就可以完

成，最后关于犹大的模特儿还需要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适当的模特儿的

话，他准备就利用这个令人讨厌的、粗暴而无知无识的院长的头去填补。

这席话引起了总管的同情和好笑，他会意地告诉芬奇，大师的话是百分之

百正确的，他本人完全理解。自此以后，那个可怜又可鄙的僧院长终日坐

立不安，再也不敢来打搅大师的工作了。传说公爵莫罗殿下来看定稿的

《最后的晚餐》时当看到犹大的面孔时忽然笑了起来：犹大！简直和修道院

院长一模一样，他不给你安宁，他妨碍你的工作，你非常巧妙地报复了他

让他永远留在这张桌子的后面吧。正好，他那样贪婪地把钱袋抓得紧紧的，

舍不得花在自己修道院的孩子们身上。由于他的吝啬，教士们吃够了苦头。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面那个犹大的头，实在是反映出一个可耻叛徒的丑恶

形象，也是对残酷无情的小人的真实写照，使观赏者望而生厌。

５００年过去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巨人的伟大作品，对于我们中

国的画家和观众，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艺术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最

后的晚餐》这幅画虽然歌颂的是基督教的主题，我们并非赞美基督教的精

神的伟大。但画家笔下所描绘的不是神而是人，是人类社会中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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