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戏剧心得体会撰写 油画创作心得体会
(优秀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
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戏剧心得体会撰写篇一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探索适合于自己特点的风格是不言而
喻的事。你知道油画创作心得体会是什么吗?接下来就是本站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油画创作心得体会，供大家阅读!

在这个世界里，在我们的关于油画创作感想生活中，良多美
妙的声音是我们听到的，但是也有良多声音是我们看到的，
想像到的，我画的花卉就是我看到的美妙的声音，这些声音
让我感觉到生命的语言，所以我禁不住把这样美妙的声音，
无比动人的花语用色彩摆放在我的画布上，任凭涌动的心绪
通过画笔、刮刀在画布上横涂竖抹。刀迹、笔痕交替游走，
从构图到着色，从画面色层衔接到笔触变化，倘若间或有几
笔似灵光闪现正合胸臆，心中便升腾起无边的快乐。

我会努力把喜爱的画家笔意带入，由于深知脱离前辈的积累
乃无水之源。我喜欢对比色，柠檬黄加白的辉煌夺目，熟褐
加土黄的沉稳而不失强烈热闹——这样的画面响亮打眼。我
又会试图把每一幅作品拉开色调，争取给人以不同视觉感慨
感染。刮刀是我的重要“武器”，我的画面中大部门竟会依
赖它来完成。笔法的丰硕会让画面增色不少，追求多方向的
笔触变化，画画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旅行，是件快乐的事。
好与坏，只要真诚表达就行。



我热爱油画创作，喜欢以印象派表现手法来体现我的画风，
那些沐浴在光线中的天然景色和光与色在瞬间相遇的感觉深
深的吸引着我，我将尽可能的把这种瞬间感觉经验转化为感
情状态。

“艺术的力量能触动心灵，开阔思想。”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艺术创作总是以我们的生活体
验为基础的。作为艺术创作，它反映一定的主题、思想、情
感，而创作主题、情感又来源于生活的积累。任何艺术家在
进行创作之前都是经历了一个深入生活、积累生活、体验生
活的过程，并在生活中选取触动自己心灵的素材来进行加工
和创造。脱离了生活基础的作品，缺乏深刻的精神体验的作
品，是没有生命力的、矫情乏味的东西。

绘画语言的构成除了视觉因素的形、光、色外，在另一层面
上看绘画语言也是一种精神产物，绘画本身也传达了一种观
念，绘画语言不应仅仅停留在技巧和形式的探索之中，它是
将技巧、知识、直觉和感情与材料融合为一体而形成的。艺
术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而油画作为绘画的一个重要门类，
它是在二维空间内，通过色彩、线条和形体来模拟客观事物
的形象的。其中油画创作是每一个从事油画事业的人，在学
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油画创作包括许多方面，如
创作的来源，立意，题材，画面构成，色彩，工具用法等等。
但归根结底，我认为其中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创作的来源及
创作的意义，我们以生活为深厚的创作源泉，创作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源于生活就是要求我们尊重生活的真实，尊重生
活的体验，以生活为原本，有感而发;高于生活就是要求我们
用个人的艺术语言高度概括地表现对生活、对艺术的认识，
使我们能够在普遍的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倔真善美。

艺术创作是人类所涉及的艺术活动的核心部分，在人类社会
历史的长河中，艺术活动从诞生开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而产生了众多的艺术门类。每门艺术的创作表现方法各异，



但它们对人类的意义却是具有共性的。它们共同来表现了人
类的情感和社会实用功能。艺术即取决于社会和个人，又对
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苏珊·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所
以首先，艺术创作是人类抒发情感的需要。是人类表达情感
的一种表达方式。而美术作品中，通过一些形象的反映和色
彩的应用，表达作者丰富的情感。

人生有顺境与逆境，有成功与失败;有进取的斗志，也有堕落
的颓废;有悲欢离合，也有喜怒哀乐。而这些种种人生际遇与
情感都是艺术永恒的主题。我的油画创作“蝶韵系列”灵感
便来源于我对青春的理解，也是我对青春理解的一种表达方
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人生中青春是最最美好的，
精彩的阶段.的确，我们一生最美好的季节莫过于青春。“青
春是生命之晨，是日光之黎，充满了纯净、幻想及和谐。”
青春像朝露，蒸腾着热气，散发着热量，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青春是一股清泉，一种质朴的情愫，一股奔涌而出不可遏制
的力量，一种过人的睿智。青春的时光是用金子铸成的，比
什么都可贵。青春带给我们的感觉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想
抓住，当它悄悄溜走时总是让人显得是那么的无奈。所以人
们总是感叹着生命短暂，青春短暂。但是我认为青春不仅仅
只是人生的一个时期，它并不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不只
是朱唇红颜，而是一种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想像、饱满的情
绪。青春的内涵是战胜胆怯的勇气、敢于冒险的精神。是一
种面对人生的态度，我想尝试通过我的作品让自己永远记住
这种青春的心态，也希望看画的人通过我的作品能够记忆起
曾经青春带给他们的梦。

“蝶韵系列”两幅作品主要由人物和蝴蝶组成，画面笼罩在
一种青春气息很浓的氛围中，我想摆脱明暗对色彩的束缚，
发挥它本身对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影响作用追求鲜艳夸张的色
彩刺激。画面中女孩儿白皙的肤色，清澈的眼神，俏皮的动
作，处处体现出青春的美好，在背景色彩上我采用了单纯的



平涂方式，色彩以亮色为主，画面追求色彩的平面性，通过
较为夸张明确的色块层次来实现画面的强烈对比，塑造出青
春的形象，来透彻的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而蝴蝶则是作为
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出现在了每张作品的不同地方。它象征着
青春之旅并不仅仅是鲜花满地与阳光普照，更多的时候是疾
风骤雨，是磨练与洗礼，并不是每一只蚕蛹都能破茧成蝶的，
它们也要经历风雨，痛苦的挣扎，不懈的努力然后展开那双
美丽的翅膀飞向空中。前方的路程无法丈量，穿越的过程便
是追求的证明。

“谁勇敢的接受过青春之火的洗礼，谁就毫不畏惧晚年的严
寒冰霜”。青春不仅是年龄，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心态，是一
股永不服输拼搏奋进的精神。

我常常想,对于我自己专业方面创作一个大胆的尝试充满兴趣，
不时的思考着一些问题，在精心准备之余，却发现还被自己
否定,然后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修改，再去探索，这样反复
进行着，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常常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和激情
来画完我的构思，其实在我画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情况是边画
边想，根据一个形体，或者一块颜色，启发我创造另外一块
色彩或者一个更有意思的形体，不断的充实画面和丰富画面。
这种尝试在创作中我不是经常用，当然一般情况是先想好了
基本的方案，然后形体搭配基本上符合我的构思，就开始动
笔了。一幅作品其实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过程是强调感受，
没有感受，画面打动不了观者，笔者认为作为创作，首先要
打动自己。

在创作中，生活中的美往往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每个画
家对生活都会有一定的偏爱，形成这种偏爱是有多种原因的。
除了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外，画家的情感和各种修养形成
的感受能力也是重要因素。喜好和表现方式也因人而异。从
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起，我就开始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地从
时尚中国服装元素吸收营养。大量地连续地作画，对我的实
践很有好处。不断地画，不断地思考，随时调整自己的想法，



不断借鉴冷冰川、夏俊娜画家的画法和色调随时补充一些新
的设想，随时试验。我喜欢冷冰川所创造的墨刻作品，采用
在墨色卡纸上以刀代笔，墨底白线，营造出一个个黑白分明
的审美世界。他的布上作品，则采用多种非绘画现成品与油
画颜料拌和，在布上堆砌塑造产生类似浅浮雕的空间效应。
这两类作品尽管样式和风格各异，但都被赋予一种古典高雅
的静穆之美，显示出一种极致化的唯美的诗意。也喜欢夏俊
娜的唯美画面。不重视光影，明暗而多一些油画包括色彩、
线条、肌理、笔触以点线面的形式构成动人唯美的画面。

最初，很认真地推敲素描的小草图，把画面的构图安排，然
后黑白、色彩构成都考虑成熟，最后都做到心中有数后，动
油画刷子就大胆了，也主动了。这次的毕业创作油画《秋
思》，就是这种尝试性的作品。这幅作品整个画面围绕少女
的内心发展动态构成画面运用最简单的圆点和线条以橘黄为
主色调，用暖色调画出周围的花草树木衬托阳台里静静的沉
思的少女的内心。情景交融，融情与景的效果表达少女在秋
天里沉思时的轻松舒展，对现实生活充满希望。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运用最简单的线条和圆点画出唯美的
事物。艺术创作的道路依旧漫长，如今将要这些尝试是在教
学之余的油画创作的心得，是我大学毕业至今油画探索学习
的继续，我愿意继续从生活中汲取灵感和不断地进行探索。

戏剧心得体会撰写篇二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它以方正端庄的结构、线条优美的造型、
风格各异的体势、内涵深邃的意境，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它虽历经上下五千年、绵绵日月而不衰，具有亘古不
灭的生命力。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国粹，更代表中国的文化精
神。

要学好书法，首先要临帖。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累积



有五千多年的优秀遗产，任何书家，都只能在学习和继承先
人的前提下创新自立。学书法，就得临帖。入门需临，变体
也需临。

读帖则是一种心功，这种功夫看似轻巧，实际比手的训练更
难。它是一种默临、默记，是一种揣摩，是实现从钩、摹、
临的“入帖”到得其字帖的神韵、势度、用笔、行气或结构
布局技巧的“出帖”之道。

鉴于本次开课《泰山刻石研究》，谈一下这四周的书法临帖、
读贴及创作的心得体会。

一、临帖

中国书法强调内外功结合，内功是基础，贵在一个“功”字，
而外功则是修养。临帖练字是书法的字内功夫，所谓“笔突
万支”“笔冢成山”，讲的就是字内功夫的修炼。在这个阶
段，学书者通过毛笔这种特殊的书法工具，从文字的点画俯
仰之中，从线条的抑扬顿挫之间，去感受笔情墨趣。这个阶
段需要较长时间的临帖习字，反复揣摩其字形结构方能奏效。
经过长时期的练习，从泼墨染翰之中去采撷天地正气，就会
感到一种禅意的祥光在心中漫射开来，从而获得胸怀的舒展
和放达。

四周临帖的体会：

1、运笔(中锋、侧锋，露锋、藏锋，方笔、圆笔，按笔、提
笔)

成熟的艺术往往具有比较严苛的规范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技
巧。运笔的技术，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流派、书法家的书
写习惯等不同，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笔法，“中锋”与“使其
中锋”本身就是传统论述中关于笔法的重要核心部分。



2、笔顺

谈线条、谈构型、谈布白，同时还要关注笔顺。所有的线条
不是同时呈现在纸上的，是有先后的呈现，并且这种先后次
序不是无关紧要的，不是拆破打散随便安排都可以的。

3、速度

初临帖宜缓宜逼真，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书写的`速度，缓
慢不羁仅仅在笔画运行时，更多的时间应该花在下笔和下笔
前的准备。古人说凝神敛气，不是夸张。当你握笔紧张，手
都在颤抖，呼吸急促，肺部收缩，如何能写得好呢?必然不能
着急下笔，需要调整好呼吸后，以最放松的姿态，自然舒适
的写出这一笔，完结之后，再准备下一笔。久而久之，加上
读书的功夫，最终需要养成的是一种静气，自信而淡定。

4、姿态

人可贫，而行为不可猥琐，书不佳，唯姿态不肯让人。字已
不佳，更无赴急草率的资笨，更要讲求书写时的姿势，头正
身直、臀平足安。

二、读贴

读帖，可使自己更多地了解各家各派书风，从而融会贯通选
择，创立自己的风格。实际上，读比临、比写都要多得多。
读可以“破万卷”而临摹再多，于几千年累积的优秀碑帖，
也不过凤毛麟角，书道中的“厚积”，非同小可。

这段时间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书法临帖，从书写毛笔字的
三要素中体味每一笔在这个字中的行气、势度。老师还亲自
带我们去岱庙、经石峪考察，观看历代书法大家的石刻作品，
风格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虽然他们的风格各异，却是同样
的拥有一种气势，磅礴有度，能感觉到是用心写出来的字。



身临其境，方能感受其神韵。

三、创作

在临帖与读贴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字体创作具有自己风格
书法作品，通过书法表达一种心声。

书法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笔墨线条造型艺术。我在每次书法创
作前，首先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写内容，然后设计章法，把每
个字的写法、每行字的大小布白都考虑好以后，再进行对帖
临习，以唤起自己的创作灵感，进入角色，然后把事先选择
好的书写内容进行作品创作。

戏剧心得体会撰写篇三

妈妈是个女孩子，毫无疑问女孩子的小时候肯定最喜欢布娃
娃。我沿着这条线索，去外婆家找有没有布娃娃，“哈”果
然在外婆房间里找到了一个用布缝成的布娃娃，我心想：这
下我问妈妈她儿时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妈妈不说也得承认她
小时候最喜欢玩布娃娃。因为我有证据！

“您好！请问你儿时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我小时候最
喜欢跳皮筋”“喔！可能吗？”我惊奇地问道。“妈妈你小
时候不喜欢布娃娃吗？”喜欢是喜欢呀！但买不起。说到这，
妈妈的语气低沉了下来。我刹那间明白了什么，也低沉了下
来。

不过说道跳皮筋语气语气妈妈的语气有好转了许多。当我问
妈妈她小时候跳皮筋怎么玩，妈妈嘴边便边里哼起了口
哨“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
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三八三五六，三八三五七，三八
三九四十一，四八四五六，四八四五七，四八四九五十一”
边双腿打着节拍。酷帅个像小男孩。



据妈妈回忆她小时候的皮筋是自己编成的，没的买。那像现
在有的买。我们小时候都是心灵手巧，不像你们自力的能力
很差什么也不会做。我听了好像脸上喷里一盆冷水。

妈妈还说她小时候还很喜欢看电影。拿着小板凳，去站位置，
看电影了，听见广播喇叭里放小花的歌曲“妹妹找哥哥泪花
流……”我们可高兴啦！而且还能吃五角钱的瓜子。

妈妈的小时候是多么快乐！

戏剧心得体会撰写篇四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眼前止在紧张而义忙碌着进行着毕业
设计，这项工作量大，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对自己二年以来
学习的检验，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才有
可能保质保量地完成预定的设计目标。回顾二年以来的专业
学习，自己还是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之处，但从整体上来看，
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给专科三年的
生活和学习划上了较为满意的句号。

经过这些天的努力，毕业设计终于完成。回想我们做设计的
过程，可以说是难易并存。难在所学知识的综合与归纳，易
在我们做过这种类型的设计。所以毕业设计对于我们来说，
既是一次小小的挑战，又是对我们大学三年所学知识的测验。

在做毕业设计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如果不是自
己亲自做，可能就很难发现自己在某方面知识的欠缺，对于
我们来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最实际的。当我们遇
到难题时，在经过肖颜老师、袁明老师、杨丽丽、李南西等
老师的帮助下，这些难题得以解决，设计也能顺利的完成。

毕业设计，是我们大学里的最后一道大题，虽然这次的题量
很大，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当我们实际操作起来，又会觉
得事在人为。只要认真对待，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



上机操作之前，我们有一个手写编制定额的过程，这是相对
而言比较耗费精力的，也是最复杂的，做一个较大的设计，
需要耐心，在这个过程中，耐力也就得到了一定的磨练。这
也是也是为即将面临的实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毕业设计完成后，我们都认为做路基路面是最复杂的，这里
遇到的问题也就最多。我们发现，只要完整地做好了一个设
计，以后的也就大多“雷同”，所以这也算得上是其中的一
个收获。 毕业设计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从学生走向实习岗
位的必经之路，在不长不短的设计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主要
得到了以下收获：一。遇到什么疑惑的问题应该首先自己独
立地解决，而不是未加思考就随便问，这样不仅无法切实的
提高思考能力，而且也是一种消极态度的反映。在设计的过
程中，我们当然要仔细聆听老师们的`见解，可是自己的领悟
更重要，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地理解各种定额的编制。理解
各个设计文件中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定额。而这些独立领悟的
东西才是真正深入到我们的思维习惯和思维特性中去的内核
部分。二。在实际上机操作过程中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不应
该心猿意马，三心二意。这样极为容易造成定额工程量的输
入错误，产生造价不准确。

总之，我们不但熟悉、掌握了定额的编制，还锻炼了自己动
手操作造价软件的能力，尤其是在我们实习之前能亲自完成
一个合同段的造价编制，自己也就觉得收获了，也会有一种
小小的成就感，因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努力过了。在以后的
实习工作中，我们也应该同样努力，不求最好、只求更好!

戏剧心得体会撰写篇五

四年快接近尾声了，心想着自己这四年来的绘画作品，感觉
在校基本就是为了完成作业去绘画的，作品中几乎完全没有
自己的感想，同时那一大堆都属于写生作业说实话交作业也
就是为了得到老师的好评所以每次考试作业很认真的画给给
老师点评。



不过这次系里的毕业创作可是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认真
着手的。在毕业创作还未进行时我那时就考虑绘画一幅油画
油画风景，不过一般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的男生都喜欢绘画
一些美女，不过为了打破世俗我在找素材上花费了很多时间。
首先找了一幅满足大众化的漂浮荷叶，我将这素材给了相应
的指导老师让他们给于指导，老师看了说这种素材很适合但
是可能会花的很平淡。时间过的很快应为外出自己耽误了创
作时间学校即将要交毕业作品，这加快了我寻找素材的速度，
猛的某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新意的图片《莲花组图》，这
张图片看上去最吸引我的就是那荷叶。看到了这些荷叶荷花
我的绘画兴趣来了，创作的激情也随之到来。随后又找了大
量关于荷叶荷花的图片。

找到这些图片立即打印到手，买好了相应的绘画材料工具，
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到了位。首先我看了这原始图片作了相应
的构思，心想绘画时不能按部就班要画出自己的思想，画面
面一定要有个吸引别人的转地方。在绘画过程中我省略了很
多东西把一些次要的统统都去掉。构图完成后，型打好后就
是上颜色和刻画。我沉思了好久后决定画面以绿色为主，整
幅画面以蓝绿色调为主，这样突出淳朴的风俗。在刻画细节
方面我思考的最多在荷叶刻画上我根据场景需求将枯黄的荷
叶莲蓬荷花刻画成主体，其次我都是统统粗略的带过。在描
绘枯黄的荷叶时我心里很矛盾，心想究竟是画水墨画样子还
是写实类型？经过一番斟酌，最终决定采取水墨感觉，这样
更能充实画面内容。接着就是荷花，这些荷花都是很新鲜的，
当画到这里时我想到的就是将鲜嫩的荷花跟莲蓬枯黄的荷叶
做对比，这样加强了画面的对比效果。不过在绘画那么多的
荷花的时候我只将几朵做了深入刻画其中以单独在外面的那
些刻画最深入。

绘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着画面就觉得有点不足，感觉画面
对比度不够，吸引度不强。通过几天的停手思考终于想到了
一些方法，一个想法就是将画面分组成两幅组图各有特色却
相互关联而且有过度效果。一幅画面以成熟的荷叶莲蓬将凋



落的枯黄荷叶为主，而另一幅则以含苞待放的鲜嫩荷花初生
的荷叶尖为主。由左到右逐步变化。让两幅组图更具对比与
吸引力。

荷花在我国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
的生日，所以古称荷花为“六月花神”。荷花，不骄不躁，
宛如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处事坦然自若，遇事信心倍足，
在她面前，再名贵的花儿也得甘拜下风。她清爽脱俗，不妖
不艳，象一个高贵的小妇，静静地为丈夫守候在家门。

我喜欢荷花，因为它美，不论是海棠般的红荷花，小姑娘般
的粉荷花，还是那雪一样的白荷花，都那么美。它到哪儿，
就会给哪儿增添一丝幽雅。

莲与文化关系最深的是中国。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
植物，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
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之赞。周敦颐还在
《爱莲说》中把莲和各种类型的人物联系起来，“菊，花之
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从
古至今，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在中国文学里，与莲有关的
诗词歌赋，不计其数，莲也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最常见的有
荷、芙蕖、菡萏等。

中国画以荷花作为夏天的标志，在中国的瓷器、地毯和戏服
上也常绘有荷花。荷花盛开是丰收的预兆，也是夏天有代表
性的美丽景色。北京故宫附近的北海公园本来是御花园，园
中有人工湖，湖面大部分为莲叶所覆，莲叶有时候高出水面
将近2米，开着千万朵清雅芳香的花。莲叶下可以行驶小船。

中国有许多与莲有关的话语，莲子代表连生贵子，藕为佳偶。
并蒂莲代表一对恋人，藕断丝连是指男女虽然分手，但情意
未绝。

据说在公元五世纪，南齐东昏候“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



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因而后人称美人之
步为莲步，又称女子之纤足为金莲。

没有别的植物可以像莲那样把亚洲各种不同的文化和谐而完
美地融在一起。

荷花是中国绘画艺术不朽的主题，古来就有“清除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的雅句来形容荷花的清新之美。中国画家更是以
不同的笔法诠释和演绎了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荷花艺术，
将荷花的恬静温雅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尽管一些新锐的艺术
家，在创作国画作品时，艺术效果还不够稳定，但是他们也
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西方也有不表现荷花的经典油画作品，寄予了人们对荷花的
美好希望和理想，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印象画派。克劳特—
莫奈（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在这些一流的印象派画
家中，我愿举出克劳德·莫奈，他吸吮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乳
汁，在对周围事物的礼赞中，他成长起来，并将日臻成熟。

这是作家左拉为画家莫奈写的诗。莫奈1840年生于巴黎，是
一名杂货商的长子。少年开始习画，临摩名师的作品，他经
常在殉道者啤酒馆中高谈阔论，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及学会
的绘画技巧，远胜于任何课堂的教诲。因家人不满他的愤世
独行，而断绝了对他的一切财力支持，只得靠朋友们的帮助，
后他又不顾家人反对，与卡蜜儿结婚，生活一直窘迫。在印
象派第一次画展中，因莫奈有一幅《日出印象》的油画，被
评论家不无讽刺意味地杜撰出“印象派”这个名词。卡蜜儿
因病去世后，莫奈又与欧雪德遗孀结婚。随后经济条件有所
好转，画界声誉也有提高，但他对此时毫不吝惜的赞誉全然
无动于衷，全身心投入绘画之中。尽管晚年的视力不断衰退。
莫奈晚年在吉维尼的家中，修建了一个池塘花园，种上了睡
莲，成为他油画创作的泉源，创作了一批《睡莲》组画，画
面上池中的倒影与水中的光芒相映成为一片合谐的色彩，虚
实之间充满了自然的生趣，绿色的合谐。



水面正氤氲在浓雾中，而睡莲开放在朦胧中，不确定的弧形
轮廓线显示莲花晃荡的动态，不同的笔触在多维视幻觉间保
持了一种生动的张力。生命从四面八方涌来，遮挡天空，繁
茂得近乎粗俗，转瞬即逝的光影与生机盎然的花叶都一同溶
化在一种无序状态之中。莫奈的花园与《睡莲》，是他将对
东方艺术的体验转换到花园与绘画上，是出自对东方情境的
想象。睡莲池畔的植物，系为了可以透过水面的反射，产生
倒影，以营造幻境的气氛。此情此景，马拉美曾写有这样的
诗句：“它深浓的白，包含这一个空无不可及的梦，包含着
一种永不存在的快乐，我们所能作的只有继续屏息，向那幻
影致敬。在意外的脚步声来临前，在我走避的时候、这朵完
美的花在升起的水泡中清晰可见……”。莫奈的《睡莲》系
列呈现出超越物体的表象，直探物体本质，这是对东方思想
空无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