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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观塞尚的画，就像进入一座色彩斑斓的旧宫殿，

无论静物、肖像，还是风景，都脱离静物、肖像和风景本

身，将某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发挥到极致。这是一个激

烈、紧张，将自我怀疑与自我期许进行到底的人。

关于塞尚，中学美术书上就有他的静物画，灰扑扑

的画面中隐藏着摄人心魄的美感。此后，看他的自画像，

看到一颗敏感、落魄的老灵魂，宛如丧家犬彷徨四顾。

毕加索曾说，塞尚是所有艺术家的父。塞尚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他是独木舟，很多人通过他，与大海相连。

无法想象没有塞尚的西方艺术史，会是怎样惨淡的光

景。塞尚是画家中的画家，是所有艺术家学习的楷模。

毕加索、勃拉克、贾科梅蒂、莫兰迪、马蒂斯，甚至大诗

人里尔克 ——都是塞尚作品的拥趸。里尔克在给妻子

克拉娅的信中，以近乎狂喜的语气谈论塞尚。他说，当

自己凝视塞尚画作时，好似有一种领悟像燃烧的箭射

中了他。《观看的技艺》一书记录的便是这一触动心灵

的过程。

塞尚似乎不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独立于任何

时代、环境和潮流之外。塞尚的一生，画过无数只苹果。

内向的画家只对沉默的苹果赞赏有加。他曾打趣说，没

有哪个模特能像苹果那样长时间保持静立不动的姿

态。塞尚是把苹果当做永恒的人体来研究，它们清新芬

芳，充满光泽。塞尚对苹果的挚爱，很容易被当作艺术

家的专注心来解读，就如向日葵之于梵高，睡莲之于莫

奈。但苹果在塞尚这里，似乎另具深意。从苹果身上，塞

的
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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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辨认出球形、圆柱体及圆锥体等一系列几何形体的

重叠与堆积，它们蕴藏着造物的结实与庄严感。

看塞尚画的苹果，苹果边上的葡萄、李子、高脚盘，

别的分不清形状的水果，以及皱巴巴的餐布 ——一种

奇异的感觉出现了，这些由画笔或画刀所累积而成的

细小笔触，这些物象表面的层叠漫漶，居然带来庄严

的、庆典般的气息，好似观看者面对的是一幅古老的壁

画或一出严肃的戏剧。

塞尚的苹果，有类似漆器的质感，饱满、光洁，带出

一屋子宁静的气象。质朴而克制的笔触在苹果与器物

表面打转，隐隐指向艺术家创作时的凝神静思与犹豫

不决。塞尚从苹果身上找到创造事物的新方法。建筑般

精确的构图，醇厚丰富的色彩与强烈情感之融合 ……

塞尚看似轻而易举便实现了深刻、纯粹和辉煌，实则是

无休止斗争的结果。

由“苹果”所获得的新发现，刷新了塞尚的艺术认

知。塞尚所走的路，也是古往今来所有艺术家的道路。

视觉世界的每一次发现，都将对过去几世几代累积的

经验造成冲击。

塞尚画作中，每一种色彩里都可找出与别的色彩

合作的影子。它们彼此渗透，互为印象，发展出坚固而

耐人寻味的整体。与印象派大家追求瞬间的光影变幻

不同，塞尚的作品指向对事物永恒性质的描摹，他致力

于构建时空的绵延性和统一感。关于整体世界的构想

始终在艺术家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塞尚天性敏感，总处于犹豫不决之中。一些矛盾、

反复性的思想在他头脑中狂风骤雨般激荡不息。任何

微不足道的障碍都可使他陷入绝望境地。从他留下的

生前与友人的通信中，可知一二。

塞尚恰恰喜欢福楼拜的作品 —— 他们都是那种

具有苦行精神的艺术家，也信奉艺术家应该隐于本人

作品之后。第一个将塞尚与福楼拜联系在一起的人是

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他认为塞尚和福楼拜很像：与塞

尚对整体画面结构的追求相比，福楼拜也有将零星部

件组合成一个和谐场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两人对艺

术的虔诚态度。人们从《包法利夫人》的手稿中发现其

修改与增删的痕迹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福楼拜影响

了后来的现代派 —— 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以及

俄国的契诃夫，正如塞尚对后世艺术家们狂风骤雨般

的影响力。

莫奈说，他们经常性地陷入犹豫不决之中，就像一

个天才不断挣扎着，进行着艰难的自我怀疑和自我确

认。他说的是福楼拜，也在说塞尚。

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幻想家、诗人，独树一帜的绘

画领域的创作者，早年的塞尚秉持以强烈的内心感受

来作画，后来，塞尚对早期想法作了“修正”，通过观察、

分析和探索自然来感悟真实，而不仅仅凭借想象。塞尚

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外部视觉的影响。至晚期，塞尚似乎

又回到不管不顾、肆意作画的状态。但这绝非简单的回

归，更像是不动声色的提炼、浓缩、再组织、再调整。一

次次的出发、回归，再出发。

在遇到圣维克多山之前，塞尚孜孜不倦、旷日持久

地画着苹果，苹果是一切，是灵魂，也是血肉。

二
  

我看过一张塞尚的黑白照。晚年的塞尚席地而坐，

身上衣服沾满尘垢，鞋上全是泥，草帽被丢在一旁的泥

地上。他一手撑地，一手自然下垂，微抬着头，目光茫然

地望向路人；就像一个从劳作中归来的老农，难掩倦怠

之意。也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孩童，从热闹的家中走出，

不知去往何方。

照片所摄的场景，或许正是塞尚从住处去往圣维

克多山的路上。塞尚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经常谈及坐

马车去往一个叫“河川”的地方作画 —— 那便是他观

察、沉思、创作圣维克多山的所在。

对晚年的塞尚来说，围绕着圣维克多山的一切就

如一个巨大的哑谜，静默、神秘，难以揣测。

圣维克多山位于法国南部，那里是塞尚的故乡，也

是他和左拉一起度过童年的地方。每到一处，塞尚便给

家人和朋友写信，厚沉的《塞尚艺术书简》收录最多的

便是他写给左拉的信。很多时候，都是落魄不堪的塞尚

向早已成名的左拉借钱解燃眉之急。这段少年时期便

已缔结的友情后来急转直下、迅速恶化，据说是因为左

拉在某篇失败的小说中影射了塞尚的悲剧命运。其实，

这不过是一种近乎拙劣的说辞，心灵与现实的双重隔

阂早已将两人的友情摧毁殆尽。

晚年的塞尚得知左拉因煤气中毒辞世，躲进画室，

嚎啕痛哭。在敏感、自尊、孤僻的塞尚的生命中，左拉曾

经是他的庇护所，尽管他们之间的裂隙早已悄然形成。

在塞尚和他的时代之间，也存在着罅隙巨大的

深渊。

当他的印象派朋友还沉浸在后花园的光影之中，

塞尚早已感到不安，并怀疑起这一切来。他不满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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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现实宣战。他觉得印象派美则美矣，到底肤浅。塞

尚这一生最不满的便是“肤浅”二字。某种意义上，塞

尚更像个知识分子，他研究绘画，而不仅仅是创作它。

“萎靡”的印象派当然无法长久地满足塞尚。他在苹果、

人物肖像画和风景之中，苦苦寻觅精神世界的奥义。傅

雷认为塞尚“建树了一个古典的、沉着的、有力的”现

代艺术来补印象派之弱，这正是塞尚毕生所行之事。

不知因了何种契机，塞尚决定独自一人走向故乡

的山脉，这个念头一旦落地，从此风雨无阻，就如默默

耕耘的农夫，也似背负十字架的圣者。去往圣维克多山

之路险象环生，有顽童的掷石凌辱，有极端气候的威

胁，还有随时可能降临的创作途中的虚无。塞尚一次次

地靠近，却不能完全进入。创作途中的曲折程度远远超

乎他的想象，但山的恒久屹立比苹果、比静物更让他感

到深广磅礴的力量。

塞尚带着每况愈下的身体，一天天去往那里，每时

每刻都想待在那里，连生病也不间隔，像佛教徒的转山

行为，急切狂热，毫不厌倦。

没人知道这一过程怎么接续下去，就像河流，就像

任何自然生成的事物。从大地上的圣维克多山到画布

上的圣山，塞尚一点点靠近它，努力完成它。观者眼中

的圣维克多山开始呈现超强度的凝练运动，浓烈、层叠

的色彩渲染使得山体固有的轮廓变得模糊，宛如幻觉。

显然，塞尚对色彩与音乐之间的固有关系有着某

种近乎本能的体悟。傅雷也认为塞尚的全部技巧在于

中间色，它们就如音乐上的半音，与旋律的谐和与否

有着莫大关系。塞尚的色调极其复杂，冷色、热色都有

各自的层级与区间，他以色调的并列和重叠，以苍茫笔

调，以复杂的矛盾性，去接近“体积感”和“形”，接近生

命本身的宁静与质朴。

色彩才是一切生命美感的基础，鲜明、浓烈的色调

造成视觉上的明净感，“有如音乐上和声之响亮”。塞尚

孜孜以求的不过是色彩，他以色彩去建立明暗、结构与

层次，色彩既是画面结构本身，也是实现深度的方式。

圣维克多山成了塞尚深入观察自然的样本，它是

所有苹果、静物和人体画像的集合，它庞大静止，又变

幻莫测。

三

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进入自然的怀抱 ——

接近一座山脉，一个湖泊，一片村落，他的感受就会变

得无与伦比地丰富和强烈起来。在自然中，人所遇到的

不再是外事外物，而是他自身。唯有如此，一个生命最

本质的东西才会被激发出来。

成年后，我在返回故乡的短暂时日里，行走在群山

和溪流的中间，莫名接收到某种难以言传的感动。这是

一种无法预演的情感，甚至很难被准确地记录下来，只

有在那气味和场景里待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就因为

那是熟悉的出生地，生命之流的源头，某种与生命本质

相关的东西才会如此强烈。从命理学的角度解释，出生

地的地理环境与一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由此，我明白塞尚为何要在巴黎和故乡之间来回

往返，到最后，他干脆回到那里 —— 法国南部普罗旺

斯的埃克斯城。因为，那里有金字塔般的圣维克多山，

有与自身艺术探索相呼应的形状与色彩。

那也是艺术家朝圣之旅的最后一站。这是塞尚的

幸运之处，那里的草木、山峦激发了他对自然的感觉。

塞尚所有的努力与坚持，不过是为了重建关于自然的

情感，通过“几何式”色彩，通过连续性造型，寻找艺术

和心灵的避难所。

艺术家是那种以全部生命来进行创作的人，除了

生命本身，他一无所有。这正是塞尚的不同凡响之处，

它不是任何技法可以抵达，唯有“塞尚”可以抵达 ——

一种真正的锲而不舍精神，置生命于广袤无际的孤独

之中。既是无休止的努力和冒险，也是成全。

从塞尚身上，我们看到原始的修士般的隐忍和激

情。一个人的生命中，总有无能为力、无法企及之处，也

有自我放弃、自甘堕落的时刻。我们由此明白人生和

艺术的艰难。大概也唯有这份艰难，才能让人一心一

意追寻下去，即使一无所获，遭受误解、冷遇，甚至羞

辱 ——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会对

此“过程”上瘾的。一个生命真正能够拥有的也不过是

“过程”本身，舍此别无他物，哪怕它最终被证明纯属无

稽和虚妄。

塞尚画作让人感动之处在于他明知万事万物不可

尽不可解，却做着穷尽的努力，一次次让自己陷入命运

的终极性焦虑之中，去解那无可解的大谜团、大难题。

塞尚以贫病之身，以难以消停的妄想之心，长年累月接

近圣维克多山的行为便是明证。这让我想起晚年托尔

斯泰不顾一切的出走，最终病逝于阿斯塔波沃车站。临

终降至的迫切感，现实问题的盘根错节，让他最终作出

此等几乎可称之为豪迈的壮举。出走并没有让托尔斯

泰获得真正的安宁，相反加速了他生命的消亡。他以行

115

通往圣维克多山的路上 



动让命运重新掉入不可知、不可解中，这便是托尔斯泰

最后的反抗，也是最终的“获得”。

艺术家以“矛盾”和“深度”去介入生命的每时每

刻，他们不肯放弃任何穷尽和深入的机会，即使追求不

到，难以为继，也无主动终止之时。那是一种“燃烧”的

本能，以身为牲，献给那个绝对。这或许才是艺术家的

天赋所系。塞尚从早年的幻想家、浪漫主义诗人，慢慢

蜕变为冷静的观察家、哲人、修行者，离那个真正的自

己越来越近了。

四
 

电影《我和塞尚》讲述的便是左拉和塞尚之间友

谊与决裂的故事。电影里有一个场景：深夜，塞尚站在

左拉家的台阶外面，无意中听到房子里的人正以一种

不堪的口吻谈论他，包括左拉的妻子和朋友。而一旁的

左拉本人始终不置一词。当左拉从房子里走出来看见

塞尚，也只是说，你都听见了吧。

很多年后，功成名就的左拉挈妇将雏回到埃克斯

城，这个消息传到正在圣维克多山上作画的塞尚那里，

他飞奔下山，来到左拉所置身的咖啡馆门口。人群中，

塞尚缓缓看向童年的玩伴，脸上涌动着难言的喜悦之

情。那一刻，左拉忽然被问及会不会去塞尚家做客，他

神色平静、思索片刻后答道，塞尚曾经是个天才，一个

折翼的天才。言外之意，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塞尚听

完这一席话，默默离开被人群的热闹所包围的左拉，一

瘸一拐返回到圣维克多山上。

这些经过艺术化处理的场景只是塞尚一生遭遇的

浓缩。

年轻时，塞尚画作被官方沙龙落选，即使进到落

选者沙龙里，也只占据微不足道的位置。临终之前，塞

尚仍默默无闻，所画作品无人问津。当地的美术馆馆长

甚至明确表示，永远拒绝塞尚的作品。贫穷和冷遇并没

有让塞尚沮丧，但与左拉的决裂给了他致命的打击。敏

感、自尊的塞尚除了绘事之外，最注重的便是友谊和精

神交往。

从此之后，塞尚离群索居，所抵之处唯有圣维克多

山。他有自然、调色盘、普罗旺斯的阳光以及圣维克多

山为伴。那是他心目中的圣山。

“我专心工作，看见许诺的土地。我终将如同希伯

来的伟大领袖 ……我已经获得一些进步。为什么这样

缓慢，这样辛苦呢？如同祭司一般。”这是回到故乡的

塞尚写给友人安普罗瓦安斯·沃拉德信中的一段话。

晚年的塞尚一直思考如何让本能的、内在的艺术

情感焕发出生机，而在电影《我和塞尚》里，他却被左

拉指摘为没有感情、自私自利。暴躁、激烈的塞尚一直

不被世人理解，甚至左拉也不理解他。塞尚身上的“感

情”怎么可能与普通人同日而语，怎么可能轻易被人认

出？史作柽在《塞尚艺术的哲学随想》一书里提到，“有

人的情感全属于人间，有人的情感则来自天上。属意人

间者，多似有所得，沾沾然，则永坠于地下；属意于天上

者，则通过人间，陷身孤独，而仍归之于究极，却又不得

其究解之天之域”，——塞尚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他属

于后者。不被理解、陷身于孤独是他所应得。

因为对自身境遇的彻底了然，晚年的塞尚才能彻

底远离人为情感与画坛纷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自

然和心灵的研究之中。圣维克多山便成了他孜孜以求

的世界，苦苦不得进入的世界。他一天天地去往那里，

全身心投注于其中。朴实如农夫，虔诚如僧侣。无数次，

塞尚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到自己工作的“圣地”。

“我前往称为马尔特里的小丘，有棵大树在水上如

同撑起水井般。”

“一到傍晚，牛来吃草。羊也来饮水。但是马上就消

失了。”

“河流周边，题材变多了。如此变化多端让我相信，

数个月间，不去改变场所，只要向左边或者向右边，就

能从事工作。”

……

在信中，塞尚一再强调自然之美。他认为，如果一

个画家还拥有某种创造的可能性，一定是在投身自然

的怀抱之后。只要拥有对自然的真切情感，总能有所

斩获。

情感是通向所有色彩和构成的唯一方法，这便是

塞尚在漫长岁月里所获取的经验，他将以此为累积投

入一场漫长而伟大的战斗之中。

五

塞尚的创作是天真与世故的结合，新鲜和老辣的

荟萃，给人“历圆滑而弥天真”之感。

里尔克发现塞尚作品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无色之

色，“在他极度敏感的眼光下，灰色作为颜色是不存在

的，他挖掘进去，发现紫色、蓝色、红色和绿色。尤其是

紫色。”塞尚的色彩世界，悲欣互视，冷暖交集。他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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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色彩之外的流转性，以及色彩内部的可能性。它们

暗自生长、万千变化，其内蕴深入色彩内部，抵达结构

深层，给人流光溢彩之感。塞尚晚年所作的《圣维克多

山》便是如此。轮廓线破碎、松弛，物体形象消失，色彩

宛如流溢的光芒飘浮在物体之上，又保持自身独立性。

塞尚让我想起中国古代诗人杜甫，可能是因为他

们在各自的领域内所起的承先启后作用吧。圣维克多

山之于塞尚，就如“安史之乱”之于杜甫，他们从各自

的现实经历中得到历练，获得人性之彻底深度的情感，

从而获致艺术的永恒性。这并非只是方法上的锻炼，或

技巧演变，而是根本意义上的变化。

“安史之乱”之后，杜甫的诗歌第一次直面沉郁、哀

伤的现实。塞尚也是如此，他以理性和节制之心来到自

然里，一心一意只与自然为伴。塞尚早年受浪漫主义、

印象主义的影响，同时承继古典传统，加之以自然为

师，才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可谓步履维艰。

艺术家的道路千沟百壑，并无明确之路可走，常常

于荆棘丛生中，于无路可走处，辟出一条崭新的路来。

后来者可由此受启发，再抵达其他。所有道路的抉择都

与艺术家的生命契合不二。所谓寻找绘画的道路，不过

是“心之所至，意之使然，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塞尚让自然在自己身上说话，自己完成。孰为艺

术，孰为自然，就连高明的艺术研究者也无法说尽其

中的牵连。在塞尚这里，当自然内部的结构取代绘画

结构，当物体形象挣脱有形的束缚，艺术家内部的感

觉才如泉水奔涌。流动性是所有艺术的生机与活力所

系。塞尚以为，艺术乃与自然平行之和谐。他不过是在

自然中，设法与自然一致地工作。塞尚幻想就此建立一

个恒定的世界，但一切不过是接近，无限接近，并非真

正抵达。

塞尚与圣维克多山之间，大概就是阻碍与靠近的

关系，也是一个无限趋近、永远无法抵达的过程。

【责任编辑　周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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