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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塞尚与加斯凱的对话》

作者简介

塞尚（1839-1906），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被认为是现代西方绘画的先驱，“现代艺术之父”，他追
求表现形式的创新，色彩和造型、节奏和空间均有新的探索，代表作有油画《玩纸牌者》、《浴女们
》、《打阳伞的女人》、《温室中的塞尚夫人》、《圣维克多山》、《果盘》等。他认为“一切物体
都是球形的、圆锥形、圆柱形”，对西方艺术影响很大，他的静物画配置适当，色块艳丽，给人美感
，素描作品浑然拙朴、方正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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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塞尚与加斯凯的对话  一 主题  二 罗浮宫  三 画室塞尚简明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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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塞尚与加斯凱的对话》

精彩短评

1、不怎么喜欢塞尚
2、我发誓要死于绘画
3、“让别人在感觉上与你息息相通，而他自己竟然浑然不觉！”当然了，画家们普遍很蔑视思辨⋯
⋯
4、认识塞尚（风景画配了实地照片，对比看很有趣。创作的对话，要剥开文学性表面）
5、一切艺术都有最根本的东西，这种东西凭理论无法触及，只有靠感觉才能找到。
6、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描述了精神的三种变形，即“变成骆驼，变成狮子，最后变成小
孩。”“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传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
的肯定。”这简直就是在说塞尚。当然，尼采比塞尚小五岁，他们并不相识。从乌切诺的时代以来，
几何透视空间支配着艺术的景象，也支配着观看的方式。观察者影响所观察的客观，今天已被科学界
习以为常的观点，在十九世纪末还远没有被普遍认识。隐居在法国南部乡下的塞尚和在瑞士从事研究
的爱因斯坦在不同的领域分别发现了空间的相对性，他苦苦探索这个我们熟视无睹的相对观看而变动
不居的空间，试图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说“在自然中，除了对比，别无其它”，这引发了现代艺术
与过去艺术之间最重要的一次决裂。塞尚曾说自己：“像我这样的画家，一个世纪才会出现一位。”
他太客气了，他诞生以来已将近两个世纪，再没有出现一个像他那样的画家。本书作者加斯凯是塞尚
晚年的好友，两人经常会面，交谈。加斯凯在回忆、信件和他人的文章的基础上，创作出三篇生动的
对话，成为了解塞尚的重要文献。书中还收集了许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塞尚画作中景物的实地
照片，与画作对比来看，别有意趣。
7、“如果在一副人像下面写出来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那不就是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与感情并
没有反应在画里么”
8、本来以为只是封面脏了点,用橡皮擦擦就能看了,但是仔细一看书侧面被人用手都翻黑了,很郁闷,如
果是认识人看过倒也没什么,毕竟不影响书的功用,但是用新书价买了本旧书不说,想想一个不知多脏的
陌生人翻看过有点怀疑和恶心,他或她没有传染病吧!阿弥陀佛!另,此人还有看书折页角的习惯,唉!此书
每页字很少,如果正常印刷,用三分之二的页数足矣!
9、高中时候看的 启发很大
10、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眼 每一个行为与揣测都   感 同 身 受 。 
11、其实《画室》是虚拟对话，却常被作为塞尚原话引用，这点首先引起了我的兴趣。看这本书的同
时，看了纪录片和其他一些文献。个人感觉塞尚直到最后都没有达成他真正想要的，一直都处在追寻
和探索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大师，可以说他的探索帮助大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2、了不起的摩羯座，亲爱的外省农民兄弟
13、不是史料，但可读。
14、算是我选修课文学与绘画的教材之一吧。老师将书中提到的画作放在大屏幕上，学着塞尚的语气
评论画面，是语言与画面的最佳结合和范本。
15、感觉翻译一般
16、好抒情噢
17、后印象主义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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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塞尚与加斯凱的对话》

精彩书评

1、“塞尚，只是在过世一年后，才得到认可，此时批评家们终于意识到，塞尚力图简化艺术，把艺
术还原为基本原理。”——《20世纪思想史》塞尚，这位现代艺术之父不断尝试着还原，还原，“自
然为本原”。只有不完整才是真实的，外在表象都是假象，只是色彩，太阳对土地的关爱，赐予我们
视觉形象。他是那么忠实并实践于量子理论，用色块涂抹、堆砌并演绎着物体的“不确定性”和“测
不准原理”，使得他的作品更在于解释自然，捕捉自然界的奥秘和联系，而不在于形体如何。约阿基
姆·加斯凯的《画室——塞尚与加斯凯的对话》被后来许多著作用来阐释塞尚时所引用，而这本书来
自于加斯凯同塞尚的交流以及一些与塞尚有来往的人的信件。但是，这些对话是虚拟的，是记忆，是
理解，是敬意。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而不是色诺芬笔下，那个生活的苏格拉底。以下摘录塞尚
的一些话，我想，会有助于我们真正“看见”他。一、关于色彩1、在一幅画里绝不允许有任何松散
的关联或缺口存在，否则画中的情绪、光线、真相就会流失、就会逃逸。⋯⋯我又在向所有支离的碎
片靠近⋯⋯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在消散、隐匿，大自然始终一如既往，可它的外观却一直变幻
不停。作为画家，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大自然所有变幻的元素和外观传达出它那份亘古长存的悸动。 2
、福楼拜在创作《萨朗波》的时候曾说自己看到了紫色。而我在画《戴念珠的老妇人》的时候，眼前
浮现的是一种福楼拜式的颜色，一团空气，一些捉摸不透的东西。 3、地球起源于太阳，或许地球上
分散多元的价值体系正体现了它一心回归本源所付出的努力。 4、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阳光在叩击
某扇阴暗之门；线条环绕着颜色，禁锢着颜色。我想把它们释放出来。⋯⋯在真正的画家眼里色彩富
有戏剧性。 5、请注意云朵的影子是怎样地在岩石上颤抖啊，就好像这些阴影在燃烧，在被一张血盆
大口飞快地吞噬着。（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6、世界融化在一块块颜色里⋯⋯好像受到了一场自然灾
害的袭击⋯⋯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成功了，并向其中吹入了新生命的气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
那里，我洞察一切⋯⋯天地间惟余色彩。 7、这个世界的生命里的又一分钟逝去了。把这一分钟按照
它的本来面目精确地画出来！⋯⋯你自己就是这一分钟。 8、我们所有人都是大自然倾诉的对象，却
从没有人真正地画过风景。一幅画面上没有一个人影，但又是充满人性化的风景。 9、色彩本身就是
有逻辑的！画家只需忠实于色彩的逻辑，千万不可听命于理性思维的逻辑，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10、
色彩本身使事物复活。 11、这幅画面在我内心映射出来⋯⋯我的确觉得自己是这副风景的主体意识，
我的画面是它的客体意识。 12、在你没有画出灰颜色之前，你永远成不了一个画家。 二、关于学习1
、才能实乃艺术的终结！所以我们必须让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2、今天一个人再也不可能学不到知识
，再也不可能白手起家地做学问。我们从呱呱坠地时起就开始接触到我们的专业，然后把事情搅得一
团糟。 3、当你找到了一种你真正需要的感觉时，你其实根本用不着再去摆弄思想或文字。 4、一旦你
画了大量的神，其结果就是你不曾真正地画出过女性。去沙龙画展看看吧。画家画不出水中树叶下的
倒影⋯⋯作家身上也有着同样的毛病：当你们再也发不出“沧海”、“云彩”等深情地赞美时，你们
就会对它们涂脂抹粉，然后大声嚷嚷着：“维纳斯”、“宙斯”⋯⋯ 5、要想“知道”，更好的办法
就是去“感觉”；要想“感觉”，更好的办法就是去“知道”。 6、我恨不能放把火把卢浮宫给烧了
！一个人必须沿着自然的道路走向卢浮宫，再沿着卢浮宫的道路返回自然。 7、有些人对生命施加阉
割术，企图以此来使生命高贵起来；万万不可抱有这种愚蠢的想法自以为是。我们必须明白，正因为
有了所谓的瑕疵，个性才得以鲜活飞扬。 8、一幅画，要么，你一眼就能看明白；要么，你永远看不
明白。各种解释都帮不上忙。评论管什么用？有什么意思？ 9、在一个人物画像下面写上：他在想什
么，他在做什么，这不等于是承认他的思想和意图没有通过绘画手段表现出来吗？ 10、天才之所以成
为天才，是因为他遵循了自己的准则在生活。 11、应该自己选择导师，要么一个也不选，要么全选，
做个比较。 12、理论总是很简单，只有去证明我们所想的才是最大的障碍。 13、一是有手艺，一是显
露手艺。而人一旦真正有了手艺，就不要显露了。 14、在一切领域之中，所有的先行者都是见证人。
他们为后行者创下路标，而不是设下藩篱。 15、画家其实就是一具情感容器⋯⋯他必须息止内心所有
偏见的鼓噪，他必须忘却，忘却一切，沉静下来。 16、这门技艺的基础由三样东西所构成⋯⋯严谨、
真诚、忠实。对思想要严谨，对自己要真诚，对所绘事物要忠实。 17、博物馆是柏拉图的洞穴。我要
在门上刻上：“禁止画家入内，外面有阳光”。 另外，书中记录了两则事很有意思。一是塞尚看到一
幅景仰的画作在卢浮宫一展馆没有挂在合适的方位而又骂又哭，倒是想起俺们这里的博物馆、美术馆
可有多少自己的馆藏作品大方的亮出来，近来展览是多了，也似仓促的标榜和成绩宣传，没有从容和
分享的概念，有些展馆更是作品的往来客店，自己甚少家底；另一则是关于画中之人是谁的，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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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塞尚与加斯凱的对话》

看过雅克·里维特的《带血的画布》（旧作地址：http://yujuncaojing.yculblog.com/post.2304651.html）
深受触动，从塞尚的话中得知，对象（模特）要有“灵魂”，方才能有所触动，并用上象征着友谊的
色彩，在画中可以感觉出画家的影子；反之，是个讨厌的家伙，被逼无奈的画家就在画中捉弄他，画
中看不出画家本身。《画室——塞尚与加斯凯的对话》约阿基姆·加斯凯著，章晓明、许菂译，浙江
文艺出版社，32开本，28元，177页，这本书的图片选择也非常棒，一幅塞尚的画作，再配上塞尚画作
中景色的实地照片，可惜是黑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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