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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荷兰在欧洲地区以其
独特的肖像画传统和艺术情境独树
一帜， 丰富而独特的自画像题材作
品成就了荷兰在世界自画像美术史
当中的独特地位。 其中伦勃朗以其
数量众多且个性鲜明的自画像闻名
于世，他凭借着自身的兴趣和禀赋，

达到了其他画家难以企及的自画像
艺术高度。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及
不断深化的艺术语言， 让伦勃朗的
自画像透露出很多关于画家本身的
性格特征以及对艺术的探究精神。

结合画家所处的社会环境， 通过展
开画家不同时期的艺术角度， 本文
浅谈在以自画像为题材的艺术创作
上伦勃朗的创作动机和心理变迁。

【关键词】 伦勃朗自画像创
作动机

一、 伦勃朗自画像行为的社会
背景

在世界美术史上， 将自己作为
一种角色融入到绘画中的创作者并
不少见，画家时长会将自己的情感、

形象投射到作品当中去， 以表现当
时当境中的切身感受，如拉斐尔、委
拉斯等人， 都在个人作品中融入个
人形象，成为绘画的一部分。但与这
些画家不同的是， 伦勃朗作为一个
坚持情境指引的画家， 他一直认为
“过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画家，应
为意大利题材所感动， 而我们生活
在荷兰的荷兰人， 则应为荷兰题材
所感动， 而不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某
种东西。 ”伦勃朗十分注重他所处的
社会带给他的影响和变化。 从历史
上来看，荷兰在欧洲各个国家中，一
直保有相对独特的肖像画创作环
境， 这为艺术家的发挥提供了相对
自由的氛围。在这种艺术环境当中，

伦勃朗在肖像画尤其是自画像创作
上兴致勃然， 他以旺盛的精力持续
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 而且每一幅
自画像都彼此独立， 在表现手法上
也各不相同， 显示出各个时期的情
境和感受。 伦勃朗的自画像带有他
艺术生涯和人生轨迹中的各类痕
迹， 画幅上铺就的是冷暖各异的色
调， 淋漓尽致展现的是画家自身的
心理变化。 目前统计出的这位大师
的自画像约有

60

幅， 另有铜版画
20

余幅，素描也有
10

余幅，伦勃朗
在自画像创作上以其坚持和探索，

在数量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其他艺
术家难以企及的高度。 通过分布在
各个时期的自画像， 伦勃朗直接而
又深刻地将内心世界以及他对自身
以及周遭环境的理解跃然于纸上，

透过表达的各种情绪， 他与观众也
达成某种情感上的连接：立于画前，

正视自画像中的面孔， 我们仿佛可
以感觉到画家的情绪透过画中的表
情和眼神与我们达成意识上的交
流， 画家的故事也通过色彩和明暗
向我们倾身诉说。

沿着时间的轨迹， 伦勃朗的自
画像呈现出不同的绘画手法和情绪
展现， 这种变化让我们可以从中窥
探到画家自身的些许成长。 观察伦
勃朗早期的自画像作品， 画家的形
象置身于强烈的阳光当中， 华服和

高昂的情绪相互映衬， 我们很容易
感觉到画家此时的热烈和明快，一
位昂扬的年轻画家正青春恣意。 及
至中年， 自画像上的伦勃朗给我们
带来更多个人情绪变化上的印象，

一种神秘、 超越自然的情绪在画幅
上弥漫开来， 也不难发现画家年轻
时对物质的浓烈表现此时已荡然无
存， 我们能看到的更多是渐渐浓烈
的黑暗和一种仿佛要沉寂到黑暗中
的强烈情绪。在一幅幅自画像当中，

伦勃朗仿佛想以人们肉眼可见的清
晰明确来展现他自身在孤独中的逐
渐沉没， 他的内心感受涌上他的眼
睛、他的脸庞，一层层情绪的堆叠也
将深浅不一的沉郁以光影变化投射
到我们心上。 伦勃朗以一种超脱的
方式观察自我， 他平静地观察着自
己，仿佛像看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这种出离本真的自画像绘画形式从
矛盾当中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立体感
受。通过这些自画像，我们看到一个
少年的成长，一个画家的蜕变，在不
断探究和推敲当中， 抽离掉浮华和
热烈， 以近乎执拗的直白和率性将
自己完全展现在画布之上。 将自己
的精神剖开， 伦勃朗让我们认识了
更本真的他。

二、伦勃朗绘画行为的心理表现
伦勃朗的大量自画像使得我们

有机会感受到画家容貌的不断变
化，抛开年龄，画家情绪上的表现则
带给我们更多对画家立体上的认识。

相较于拉斐尔的儒雅、委拉斯的处世
态度，甚至梵高的敏感，伦勃朗用绘
画构筑了一个立体的自我。这些情绪
有源头、有联系，是完整的、全面的，

相较于其他画家的一个侧面，这种立
体的自我让人感觉更为亲切，也更便
于我们和画家取得创作者和观者情
绪上的连接。我们感知到画家年轻时
的热烈，中年时的沉郁，他的激昂与
消沉，甚至于苦楚和痛心不已，都通
过绘画完完整整地传达给我们，透过
他的双眼，我们也更能体会到一个画
家的坚持和不妥协。

从事实上来看， 伦勃朗的自画
像以画代字构筑起了他人生的自
传， 即使画家本身并无这样的初衷
和愿望， 但他的不断累积让我们有
机会透过画像认识到一个画家更为
丰富的情感和经历。艺术源于内心，

在生动的笔触下， 画家透过眼神和
神态展现出他内心的波澜和宁静，

于坚定和执着的追求当中， 更让我
们感受到艺术的无穷魅力。 伦勃朗
一生起起伏伏， 在接连遭受生活的
打击后，将更深刻的体验融入到他的
画作当中，自画像的创作给了他情感
上的依赖，也让沾染画家情感的颜色
更加富有层次。伦勃朗的一生有对命
运的抗争，也有坦然接受一切后的审
视和思考，这些都直接影响和造就了
他更为细腻和深刻的绘画风格。

伦勃朗未曾将绘画作为展现自
我生命历程的工具， 结合当时的社
会现实来看， 盛行的人文主义精神
促进了艺术家们以更加关注人的角
度来进行创作。 在以人性对抗神性
的社会氛围下， 强调对人本身的关
注，尊重人的个性和精神，而不是一
味地模糊作为人的个性发挥和精神
展现。 伦勃朗的对人文主义的极力
推崇， 主观上让他能够以更加自由
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看到的真实。 他
把自己当做描摹的对象， 从根本上

来说也是他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伦勃朗观察自己，剖析自己，他在精
神和现实当中的自由穿梭使得他可
以更加细腻地展现人的情绪。 尤其
是当他越来越熟悉自己， 越来越对
自身展现出的情绪上的变化着迷
时， 伦勃朗更能以细致探究的方式
刻画自己的情绪。我们都了解，更深
刻地认识自己有助于认识他人，在
个性当中寻求共性， 在共性之上理
解个性。 伦勃朗选择自画像的形式
正是因为他体悟到并坚定实践了这
一点，他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在描摹
自己当中不断实践和丰富着他的学
说与理论。 伦勃朗在一开始就有描
绘自己的绘画实践，在家乡莱登时，

他曾画过一幅“披头散发像一头狮
子般”的自画像和另一幅“作触目惊
心、定睛而视状”的自画像。

伦勃朗的自画像创作是他在艺
术探索中的一部分，但从整体来看，

在创作语言以及表现载体上， 他并
没有局限在一个领域， 而是从多方
面汲取灵感和力量。在早期，伦勃朗
就极为关注自身的情感和精神变
化，他也乐于将这种内在进行外化，

展现在画布之上。 随着对理论以及
实践的研究深入，伦勃朗会有意展现
出自己富有戏剧化表现力的一面，并
且角色之间彼此又相互独立。以一个
主导者的身份，也以一个表演者的身
份，伦勃朗深入挖掘出不同侧面角色
的情绪内涵， 建立在艺术表现之上，

将这些难以明显察觉出的变现展现
在来。 用形式与角色相结合，伦勃朗
建立起来的这种沉浸式的创作体验，

在完善画家本身创作概念的同时，也
更为深刻剖析了画家和他的创作对
象之间的关系。

三、总结
和同时期的画家相比， 伦勃朗

抛开了当时社会一贯倡导的对繁复
华丽和宗教精神的过渡表现， 而更
多地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 并将这
种能代表人性的特点外化到艺术表
现上。虽然按照艺术划分，伦勃朗归
为巴洛克画家， 但是他创作风格的
细腻更多是在突出任务情绪的层次
上。由表象转为关注内在，由表现神
性转为表现人性， 伦勃朗为后世的
画家做出了表率。 他在极力探索人
性并加以实践的过程当中， 以凝练
的艺术手法去除掉浮华， 每一笔都
为刻画任人物的情绪而作。 在倡导
人性与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下，伦
勃朗以超出过往艺术形式的创作风
格揭开了人性魅力的一角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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