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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达芬奇提出了著名的镜子说，强调艺术家要把经验之镜与心灵之镜有机结合，以自然之镜表现完美自然的本质形象。

艺术源于自然，更高于自然，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诗画论，把绘画艺术与诗歌艺术进行比较，赋予了绘画全新的地位，在西

方近现代美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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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理论家与科

学家。他热衷于研究解剖学、透视学等等，追求师法

自然，又不完全模仿自然，追求用理性去认识世界。

他对绘画的科学研究被后世整理在《达芬奇论绘画》

中。其中著名的 “镜子说”和“诗画理论”思想对后

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镜子说

“镜子说”是达芬奇的重要画论思想。达芬奇反

对中世纪时期神学中所倡导的思辨认识方法。他认

为模仿自然的唯一方法是绘画，强调艺术是对自然

的反映与再现，主张师法自然，同时又强调超越自

然。达芬奇以自然为依据，探寻艺术创作规律的“镜

子说”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含义。

（一）“镜子”指大自然本身

大自然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大气中充满着散

布在其中物体的无数的形象。所有这些形象都反映

在一切物体上，一切形象都反映在一件物体上，每一

件物体又都反映了全部物体。”［１］４８由此可见，自然

界中的每个事物都可以说是一面镜子，自然界便是

由这些事物组合形成的一个庞大的镜子群。同时，

气候变幻，四季变化，画家要依靠绘画来保存自然的

美。例如达芬奇著名的作品《蒙娜丽莎》，就是一面

准确映射人物形象的镜子。他将蒙娜丽莎的微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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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惟妙惟肖，这种微笑可以随着观赏者的心情的

变化而变化，或端庄典雅，或透着悲伤，亦或带点魅

惑。尤其是人像面容中眼角、唇边乃至皮肤的细致

刻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给人丰富的联想。

达芬奇主张艺术首先要师法自然。“画家的心

应该像一面镜子，将自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

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１］２８达芬奇作品

《最后的晚餐》就是对生活的反映。达芬奇将十二门

徒在听到“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这句话后的

动作与表情都反映在画中，画里展现出惊心动魄的

场面和复杂的人物关系，这不仅是对历史内容的再

现，而且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达芬奇立足于

自然、生活这面镜子，师法自然。自然是绘画的源

泉，绘画是自然的模仿者。优秀的艺术品就应当像

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自然，表现生活。

（二）“镜子”指依靠人的感觉来认识、了解与再

现自然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把“镜子”看成人的经验认识

方法。在《达芬奇画论》中他提到，“那些不从经验中

产生，又未曾被经验检查的知识，就全是虚假而极端

谬论的。如果我们怀疑得自感性的知识的确切性，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去加倍怀疑那些与感觉背道而驰

的东西。”［１］３通过感觉、经验认识自然，在人所能察

觉的自然中有所发现与认识，艺术家不仅要像镜子

一样去记录所见对象的所有信息，而且还要主动介

入自然，根据自身已有的经验知识观察对象的形象、

动作等，并借助一定的物质材料或艺术媒介来完成

艺术创作。

为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求艺术家要有一定的经

验方法。达芬奇认为艺术家要认真学习透视学、解

剖学、科学知识等等来充实自己的认知经验。也就

是说实践要有一定的理论做基础，就如达芬奇所说

“热衷于脱离科学而专搞实践的人，正如一个水手，

登上了一条没有罗盘、没有舵的船，永远拿不准船的

去向。”［１］２８达芬奇自青年时期便崇尚科学，追求用

科学研究来完善艺术创作。他观察天体，对宇宙有

着浓郁的兴趣。他观察自然，观察鸟的飞翔，探讨空

气的浮力问题，并设计出第一个飞行机。他不顾宗

教禁律，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结构，探寻解剖学的奥

秘。不仅如此，他还将各种经验记录下来，这些都为

其如镜子般反映自然打下坚实的基础。绘画包罗了

自然万象，因而画家要多才多艺，在观察学习中获得

认知、经验。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是很实用的，

正所谓“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所以，艺术家

要努力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熟悉与学习各门科学

知识，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只有力求多才多能，

才能在灵感来时及时将其记录下来，也才能在自然

面前，利用认知经验这面镜子，充分了解与反映

自然。

（三）“镜子”指心灵的镜子，是一面理智的镜子

艺术模仿自然反映现实，但艺术家并不仅仅单

纯的凭借感官去认知，还要依靠理性去理解。“画家

应当独身静处，思索所见的一切，亲自斟酌，从中提

取精华。他的作品应当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安放

在镜前的各物体的许多色彩。做到这一点，他仿佛

就是第二自然。”［１］２９画家追随自然，但又胜过自然。

画家一方面必须忠实自然，再现自然原貌，另一方面

又要运用理性去揭露自然的规律。

如果只是单凭感官去认识自然，不运用理性，这

就好像是在抄袭感官所感的事物，就像机器一样在

复制事物，却对事物的内在一无所知。所以，艺术家

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

性的特点，而不是纯粹地去表现自然。艺术家借助

艺术手段，将事物的真善美丑展现出来，在对自然模

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与经验，不仅表现

事物的内在含义，而且还能体现艺术家的思想品格

与人格，也就是说将事物赋予了艺术家自己的情感，

这样描绘出来的事物才能更深入人心，更能打动观

者。这就如同郑板桥所说的“眼中之竹”到“胸中之

竹”的飞跃，意在强调画家要通过一定的审美观照，

将眼之所见熔铸为心中的意向，达到“胸中之竹”，也

就是第二自然的境界。

确实如此，艺术的价值在于创造性。没有创造

性的艺术只是在临摹他人作品，即便是达到以假乱

真的效果，仍然是没有自己的特色。艺术不能简单

地照搬自然，而是需要通过感官、心灵和智慧去感受

自然。所以，艺术家首先要热爱自然，理解自然，这

是艺术创作的基础。艺术家要纵身于自然，并细心

观察各种事物，从中掌握规律。其次艺术家还要提

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应为追求金钱而创作。艺术

家要学会独身静处，用心灵与智慧去思考所感受到

的一切，倾心于自然，在内心的最深处贴近自然，品

味自然，领略其中的奥秘，发挥自我的想象力与主观

能动性，进入真正的创作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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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画比较理论

艺术源于自然，但更高于自然。除了绘画可以

记录自然，诗人也是可以描绘自然的，但二者却有着

不一样的地方。

（一）媒介不同

“在表现言词上，诗胜画；在表现事实上，画胜

诗。”［１］８诗歌的艺术媒介是语言文字，绘画的艺术媒

介是画家笔下的典型形象，通过这些典型形象逼真

地反映自然与生活。因为二者所使用的艺术媒介不

同，所以二者的表达方式有着不同之处，所诉诸的感

官也会不一样。画是哑巴诗，诗是盲人画。诗歌借

助人的耳朵，而绘画则依靠人的眼睛。言辞带有间

接性，诗歌中的形象也具有普遍性，而绘画中的形象

是画家直观感受到后借助艺术媒介创作出来的。诗

歌是利用人的听觉来感受诗歌所表达的情感，而人

们用视觉直观感受到绘画所表现的自然。正所谓眼

见为实，通过绘画把物象陈列在眼前，眼见的事物是

比通过想象获取诗歌中的事物更为直观形象，因而

画比诗更真实。

（二）效果不同

诗与画的媒介不同，诉诸的感官也不同。诗依

靠耳朵，绘画依靠眼睛。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高级

于耳朵这一感官。诗歌有不同的片段，耳朵只能一

个一个片段的接受，而绘画则可以将事物的全部直

观地表达出来。所以，“从绘画中产生了协调的比

例，犹如多声部齐唱，可以产生和谐的比例……诗就

不及它们美妙，毫无和声可言。”［１］１１当人们接触到

一个事物时，更愿用眼睛去观察它。百闻不如一见，

说的便是如此。耳朵听了无数遍，也不如眼睛所见

更直观。依靠耳朵感知的美感自然不及眼睛这一心

灵的窗口获得的美感更自然。因此，绘画高于诗歌。

（三）从时空角度看诗画的不同

诗是时间的艺术，而画是空间的艺术。诗篇是

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依次地排开，带有顺序性、死板

性的特征。诗歌在零零碎碎中展现事物，无法一次

性的全部表达出来，一次只能了解一点点，然后借助

自我的想象力，将零碎的了解组合成一个整体，因而

较少和谐感。但绘画却不同，在二维平面上，借助艺

术媒介或物质材料，通过透视、光色的帮助，描绘出

三维空间的状态，展现事物的美，各部分在同一时间

里能很好地组合，显现着和谐匀称的特征。不同时

间里的事物在同一空间中得到很好地组合，这也正

符合达芬奇对和谐比例美感的追求。此外，诗歌是

在时间中逐渐展开，这便需要想象力的帮助，于是诗

歌带有了一定的个人感情色彩，但绘画则完全描绘

眼睛所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绘画要比诗歌更真实。

通过以上三点可见，达芬奇更偏向绘画，认为绘

画高于一切艺术。这一观点其实是不全面的，有着

一定的狭隘之处，但在那个时代里，这与作为画家的

达芬奇竭力维护绘画艺术的社会地位有关系。我们

现在来看，绘画与诗歌有着各自的优缺点，在表现真

实上，绘画可以给人以直观感受，依靠想象的诗歌较

于绘画是不太真实的，但其想象成分有时会比肉眼

所见更美妙。绘画在展现真实的同时也可以加入个

人创造成分，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作品也可以呈

现再现自然，表达情感，充满生机活力，展现个性。

三、影响与启示

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家，其文

艺理论思想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丰富的人文主义思

想，摆脱了中世纪迷信封建的宗教思维，突显了人的

个性，展现出现实主义的色彩。但达芬奇的理论也

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过分强调

绘画这门视觉艺术的重要地位。其实无论绘画还是

诗歌都可以表现事物，再现自然，只是二者之间有一

定的区别，这点在后来莱辛的《拉奥孔》中对二者区

别做了完善。［２］但瑕不掩瑜，达芬奇的诗画比较是近

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觉而全面的艺术比较、文

学比较，开启了近代诗画比较的先河，成为后来艺术

比较深入研究的先声。

达芬奇画论不仅为西方的文艺理论做出了贡

献，而且对现今社会诸多方面带来思考与启示。自

文艺复兴以后，艺术越来越追求自我个性的表达，从

１７世纪的巴洛克艺术、１８世纪的洛可可艺术到１９

世纪的浪漫主义以及如今的各种后现代主义艺术，

越来越倾向于追求自我，表达个性，越来越多的发扬

个性，追求创新理念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当代

艺术领域而言，随着科技进步，人们生活节奏的加

快，商品经济和科技逐渐介入到艺术中去，越来越多

的艺术开始向功利性、商品化方向发展，甚至有的都

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经典的作品被恶搞成为一种

趋势。以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例，神圣的蒙娜丽

莎在多元化的后现代消费社会里开始发生变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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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版的蒙娜丽莎，有拉长版的蒙娜丽莎，有外星人

版蒙娜丽莎，还有加了胡子版本的蒙娜丽莎。网络

的娱乐性渗入经典作品中，或是为了产生戏剧性的

娱乐效果，或是为了广告创意的宣传。但这些艺术

的生命力都很短暂，通过经典产生经典在一次次的

实践中失败。

除了在艺术领域，当今的社会状态也以“消费、

快节奏、快感”为追求。世俗的力量向人类的精神世

界入侵，利用破碎、扭曲、断裂的形式去表现内心的

狂躁与不安。这也可以作为理解为什么现在的人们

喜欢做冒险的事情，看惊险的好莱坞大片，即便是千

遍一律的情节，仍然会受到人们的追捧。一些大众

的世俗的、商业功利性的、机械地复制逐渐取代了独

一无二的传统艺术，这与达芬奇所倡导的用心灵与

理智去感受自然相违背。在如今物欲满足和感官冲

击力的理念中，借助刺激、冒险随心所欲的发泄内心

积压的情感，但一番宣泄后，我们是否想过什么是一

种美好健康的情感呢？这时自然、经典或许可以成

为治愈人内心的良药。我们可以适当地放慢甚至是

停止前进的脚步，感受自然的美妙，寻找经典作品的

和谐美感。这里，我们可以想到静穆的古希腊艺术，

其中的伟大、高贵，让人看到一种坚贞的力量，体会

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热爱与尊重。我们也可

以想到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复兴古希腊艺术，从古

希腊艺术中找寻人的价值。

艺术需要创作，需要超越，就像达芬奇所表达的

那样，艺术要反映自然，但不做自然的翻版，一样的

事物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艺术家要注重自身道

德与艺术修养的提高。作为现代人要注重创新精神

与创造能力的培养，培养与当代和未来社会相适应

的艺术设计与精神，培养具有时代特色、适应时代需

求的达芬奇般的绘画艺术大师。要在雅俗共赏中找

到自己心灵的慰藉，避免人云亦云，在适当的时候学

会感受经典，体会人与自然的力量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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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将心理健康教

育纳入德育课程体系之中，从而提高师生的心理健

康意识，树立心理健康观念。

其次，培养及吸纳心理专职教师。开展正规的

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学校要建立心理咨询（辅导）

室，并通过团体辅导、个别咨询、心理行为训练、开设

热线电话等形式，对学生的心理行为问题给予指导，

帮助他们排解心理困惑。

第三，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对中等职业学校的

督导评估范围，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培训。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当地和

学校的师资培养培训计划，重点培训从事心理健康

教育的骨干教师，提高他们的专业理论与操作技能

水平。

第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和

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开展各种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

动，使维护心理健康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第五，建立学校与家庭沟通机制，通过家长学

校、家长会等形式，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使学校

和家庭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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