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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版序　　油画作为西方绘画的一个重要画种，传入中国已近百年。
早在二三十年代，随着以欧洲式写生训练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美术学校的创立和推广，西方绘画名作通
过印刷复制品大量介绍，与这种教育体系密切侠关的西洋美术史论、艺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和
构图学等也都早有翻译和著述出版，惟独同样与西方绘画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绘画技法与材料学，除了
一些属于绘画入门之类的小册子外，迄今尚无一本重要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
今天油画在中国已获得很大的发展与普及，拥有众多的美术院校和一支很壮大的油画创作队伍，但遗
憾的是，国内在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已故慕尼黑大学教授马克斯&middot;多奈尔(Max Doerner，1870&mdash;1939)撰写的《艺术材料及
其在绘画中的应用》一书，初版于70年前的1921年，它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艺术界推崇为绘画技法材
料学科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甚至有&ldquo;技法圣经&rdquo;的称誉。
其影响至今不衰，到1976年为止，在德国已发行了14版，西方其他国家也早有多种译本。
在亚洲，1980年有了日文的新译本，书名称作《绘画技术体系》，现已发行第4版。
今天这本欧洲绘画技法理论的经典著作能在中国翻译出版，对中国绘画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喜事。
　　关于多奈尔教授的经历和本书的学术价值，在原书几版序言中皆有论及，读者可以参看，无须赘
言。
我只想利用此机会，感谢最早介绍和提供本书英文版本的一位海外华裔画家，感谢付出心血和巨大劳
动的两位中文译者，感谢出版此书的出版社。
　　在很摛时间里，大多数中国油画家主要是依赖绘画印刷品和文字材料来研究和借鉴西方绘画的，
这可能并不妨碍对西方历代绘画大师生平经历、作品成就、时代影响等方面的了解，亦能大体把握其
造型技巧、艺术风格的基本特征，但却不能不限制和影响对这些大师艺术语言的精妙处的体味，以及
其在技法材料运用上某些奥秘的理解。
我个人还是在1984年以后，才有机会到欧洲观摩各博物馆收藏历代绘画大师的原作。
站在那些神往已久的艺术杰作面前，才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
显然，中文版序ⅦⅥ欧洲绘画大师技法和材料这些大师艺术上光彩夺目的成就，除了历史条件和个人
才华等原因之外，也无不与其技法探索精益求精密切相关。
他们所以能够创造出不雷同于前人、开一代先河的伟大作品，亦常常是借助于一种新材料的使用和绘
画方法上的某项革新。
但我长期以来不但不能区别不同画派，例如凡&middot;艾克和达&middot;芬奇在技法上的差别，亦不
知道早期丹配拉绘画和古典技法油画在材料使用上的根本不同。
在巴黎美术学院绘画技法材料工作室的短期进修无疑给予我不少知识，而巴黎不少画家也给我颇多教
益，如最早告知我蛋黄丹配拉画法的，就是早年毕业于广州美院附中，后定居法国的戴海鹰先生，他
的夫人何绮霞女士曾在巴黎美术学院专门研究中世纪绘画技法多年，受其影响，戴海鹰先生近年除油
画之外，亦多作蛋彩画称誉欧洲画坛。
我在欧洲两年虽然这样东鳞西爪、道听途说地得到一些技法常识，但自知非常浮浅、毫无条理，同时
我想国内会有不少如我这样的画家，亦渴望能得到这一学科的系统知识，因此在1986年归国前专门向
戴海鹰先生求教，他郑重地向我推荐了多奈尔的这部著作，他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
但当时巴黎书店中买不到这本书，他曾托人到伦敦去买，也未找到，最后便将他个人珍藏多年、并随
时需要检索的这本英文精装本送我带回国内。
　　回国后，我曾数次请人试译过此书的几个章节，但不少内容，特别是涉及绘画技法的部分，大都
译得含糊费解，这时我才意识到，译好此书并非易事。
对于技艺，中国早有&ldquo;只可意会，不可言传&rdquo;之说，何况要诠解的又是中国画家也不甚熟
知的欧洲历代绘画巨匠技法奥秘的书籍，显然必须找到既精通英语，又要熟悉欧洲美术史，又要自己
有实际的绘画经验，并具备一定的物理化学知识的人方可胜任。
与朋友几经研究，最后想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杨红太同志，他是国内知名的油画家，平时即重
视绘画技法的研究，有一定的英语翻译能力，经与他商量，他很重视此书在中国的出版，答应与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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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晏同志合译。
杨鸿晏同志1962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长期在石化部门从事英文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
一懂理工，一通绘画，二人合作恰好互补短长。
于是此书自1988年起开译，先是由杨鸿晏同志逐章译出初稿，再由杨红太同志校对修改，润色文字，
重要章节及疑难之处常常要反复修改多次方始定稿。
他们二人身体都不算好，特别是杨鸿晏同志长期患有肝病，他不愿影响日常工作，坚持利用业余时间
翻译此书，经常伏案至午夜以后，严重影响了休息与治疗。
致使在这本27万字译稿刚刚完成时，他已不堪劳累而病重入院手术。
　　因此，我非常感谢他们，我相信中国油画界的广大画家和美术院校的学生、美术爱好者在得知这
些情况后，也一定会感谢他们。
　　最后要附带说明，此书由于成书较早，近年才出现的一些绘画材料，如丙烯、乙烯类材料等，当
然未能包括进去。
今年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梅耶的《美术家手册》，成书较晚，在西方亦属重要的绘画技法著作，虽然
翻译上有些缺点和失误，但不少章节可补充参照。
另外，最近方得知在多奈尔教授逝世54年之后出版的德文第14版，是由Hans Ger M&uuml;ller教授加以
改订，补充了不少内容，如大师技法部分增加了18世纪以后至近代的许多画家的技法介绍，附录部分
增加了一些著名技法专家修复古代绘画及文物的报告等。
我想在此书再版时，能将这些新内容补译进去，当然是更为理想。
　　　　潘世勋　　1991年酷暑于中央美术学院　　　　原著者序本　　书概要地介绍了近二十五年
来我在慕尼黑美术学院以&ldquo;画家的材料及其在绘画中的应用&rdquo;为题的授课内容。
书中不仅包括了我几十年积累的实践经验，还包括了我在整个绘画领域中的研究成果。
　　我的授课指导思想历来是：密切联系实际，并尽可能与科学研究的成果相一致。
　　在技法方面有许多问题至今尚不能解释。
绘画现已离弃了名匠技艺的正确原则，因此缺乏可靠的基础。
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在使用各种秘方秘方 (recipe)：指民间流传的绘画材料的配方和制作的秘诀。
&mdash;&mdash;中译者注时，既缺乏有关的材料知识，又缺乏鉴别判断能力。
这种情况亟待改进。
为此，必须了解各种技法程序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尽可能用科学试验来作为实践的充分根据。
　　科学中所用的术语，对于画家来说往往难于理解，因此画家不能从中得出解决实际问题的结论。
这里并不期望画家成为化学家，否则他只能成为在化学方面浅薄涉猎的牺牲品，有害而无益。
对画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颜料和媒剂的化学成分，而是它们的物理性能。
　　绘画的各种技法问题，只能靠科学和实践相结合来解决。
但至今这种结合仍然缺乏许多基本条件。
　　运用绘画材料的一些法则，对所有画家来说，不管他属于哪一个画派，都是一样的。
无论哪个画家，如想正确地和最有效地使用材料，就必须了解和遵循这些法则，否则他迟早会对自己
的错误付出高昂代价。
画家只有完全掌握了各种材料，才能奠定发展个人风格的牢固基础，同时也才能保证其作品的永久性
。
　　勃克林勃克林：瑞士浪漫主义画家，作品有&ldquo;死之岛&rdquo;等。
&mdash;&mdash;中译者注说过，没有对材料的基本理解，我们就是材料的奴隶，或者说，跟古代大师
及其优良传统比起来就像一些冒险者。
正是靠这些优良传统，一批画家才能大大地超过了其他人。
在我们想到丢勒、列奥纳多&middot;达&middot;芬奇、鲁本斯、雷诺兹等大师们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他
们所使用的材料时，我们不禁对现今一些画家的担忧付之一笑。
他们认为，如果太密切地关心绘画的技艺，自己的艺术个性就会受到损害。
&ldquo;技法必须重新成为绘画艺术的坚实基础&rdquo;。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道路能使我们走出目前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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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愈来愈成为现代艺术家们的一致见解。
　　原著者序ⅪⅩ欧洲绘画大师技法和材料本书各章的顺序，依照绘画技术的展开过程安排。
每章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处理，因此有些重复在所难免。
但从我作为教师的多年经验中认识到，某些基本的东西，多重复几次有好处。
　　本书重点放在画家自己制作各种材料上。
自己制作材料的画家熟悉自己的材料，与那些购买现成材料的画家了解材料的途径，是截然不同的。
　　每次我在学院讲完课，都要接着进行实际试验，在试验中，同学们可以检验他们听过和看过的东
西。
课后往往还要就有关技法问题讨论一个或几个小时，直到问题澄清。
学生们所表现出的极其浓厚的兴趣，反驳了所谓画家对技法不感兴趣的说法；正相反，我发现只要给
学生们提供值得他们去做的事，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自己收集的教学材料中有大量的习作，可以展示出历史上各种画派技法的逻辑发展；此外，还参观
一些博物馆，在那里学生们可以直接研究各种技术方法，这对授课的内容常常是一种补充。
　　这本书显然没有上述那些辅助教材，而只能在有限的篇幅内，以画家所熟悉的语言，对所有问题
尽可能详细而明了地加以讨论。
本书的意图，是将技法方面的可靠知识介绍给职业画家，并不打算作为绘画的一门教程，因为从书本
上学习绘画，就像在沙发上学游泳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马克斯&middot;多奈尔　　1933年　　　　英译者序　　当今世界各地的美术家已日益明显
地认识到正确技法的必要性。
本书自1921年首次问世以来，在许多国家的美术家中已享有应得的声誉。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本书已经被公认为是关于材料和技法问题的权威，已被广泛用作美
术院校的教科书，也被油画修复者、管理人和收藏家用作参考资料。
本书除了具有特别实用的价值外，许多画家甚至还确认它具有激发绘画创作愿望的力量。
实现作品的精神及美学价值是画家的难题，而多奈尔教授的书则恰好简洁、直接、清楚地对有关这个
难题的许多不同技法因素作了阐述。
　　为翻译这部非常有用和具有权威性的书做最后准备，我接受了多奈尔教授的邀请，来到他在巴伐
利亚北部威士宁的乡村住宅，对他进行了拜访。
 1933年夏季，在那淳朴的、风景如画的小村子中度过的快乐时光，是我记忆中最愉快的国外访问经历
。
在巴伐利亚高地的山毛榉丛林凉爽的树阴下，我和多奈尔教授讨论了书中各方面的问题。
夜晚，在乡村小酒店门前硕大的栗子树下，他的几个同事总要坐在木桌旁参加我们的谈话。
到了秋天，学院的教学任务需要多奈尔教授返回慕尼黑，于是我们又在慕尼黑一个典型的风景区中继
续进行着不拘礼节的友好聚会。
在那里，画家们常常在夜晚相聚，边喝啤酒边讨论相互之间的问题。
　　我相信，通过这个译本，多奈尔教授的书将会激励画家增加对正确技法的兴趣，从而创作出精美
的和更加耐久的艺术作品来。
　　多奈尔教授的书，迄至目前在德国已发行了4版。
此译本是根据1933年5月的最新版本翻译的。
多奈尔教授十分友善地把他将用于德文第5版的许多手稿和增补部分交付我随意处理，我已将这些内
容编入此译本之中。
原书中有些地方性的和极个人化的参考资料，美国或英国读者可能兴趣不大或不感兴趣，在翻译时已
作删节。
为简洁起见，我还冒昧地删去了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英译者序ⅪⅤ欧洲绘画大师技法和材料我的儿子尤金译出了本书的初稿，我对他耐心和不辞劳苦
的工作表示感谢。
在译稿的最后修改中，我得到了利昂娜&middot;法斯特尔小姐的帮助。
每当我在化学专业方面遇到困难时，我的化学系同事C.W.波特教授总是给予慷慨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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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金&middot;纽豪斯　　1934年　　　　英译者附言　　多奈尔教授于1870年生于莱茵河西
岸地区的波汉森，父亲是一位军官。
他曾就读于公立学校，从德国一流大学预科班毕业后，进入慕尼黑巴伐利亚皇家美术学院，师从于约
翰&middot;赫特里奇和威廉&middot;凡&middot;狄兹两位教授。
他的专业兴趣促使他前往意大利。
在那儿他结识了阿诺德&middot;勃克林和汉斯&middot;凡&middot;玛利斯。
意大利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特别是庞贝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因此，他经常重游意大利。
　　多奈尔教授在作为一个画家生涯的早期，就与德国绘画行业合理秩序促进会该会职能是：维护画
家的利益，监督绘画材料生产商保证产品质量，与他们签订一些契约，如不许对颜料搀假、以次充好
、名不副实等；并呼吁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条例。
该会为确保契约的实施，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全力斗争。
&mdash;&mdash; 中译者注有联系，并与其创始人阿道夫&middot;威尔海姆&middot;凯姆、弗朗
兹&middot;冯&middot;兰巴赫和马克斯&middot;冯&middot;皮顿霍夫尔有所交往。
1910年至1913年他担任过该协会的主席，对协会的官方出版工作贡献甚多。
　　1911年，他被任命为慕尼黑巴伐利亚皇家美术学院的技法讲师，1921年任该学院的教授，一直到
逝世。
　　当绘画行业合理秩序促进会因与慕尼黑工艺学院联合而停止行使其职能时，他在慕尼黑巴伐利亚
皇家美术学院建立了一个技法实验室，继续进行协会的活动。
1938年成立了国立绘画领域技法试验研究院，作为国立美术学院的附属单位。
为了表彰他在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该院被命名为&ldquo;多奈尔学院&rdquo;。
　　这个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多奈尔教授事业的成就达到了顶峰。
然而，日益衰退的健康状况使他仅在该学院工作了几个月。
多奈尔教授于1939年3月 1日逝世。
　　多奈尔教授的书《绘画及其材料》德文第1版出版于1921年，首次出版于1934年的现在的英文版本
，是以德文第4版和计划出版的第5版手稿为依据的。
多奈尔教授曾将第5版的手稿交给译者，让译者随意处理。
多奈尔教授逝世后，由他的学生接替他在多奈尔学院的工作，并出版了该书的第6、7、8 版。
最新版本的篇幅由于增加了&ldquo;中世纪教堂的修复&rdquo;一章而大大地扩充了。
我认为这一部分和其他增补不适于加进英文版本里，因为这样会改变英文版本的基本特性。
本书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画家所面临的绘画及其问题。
　　英译者附言ⅩⅥ欧洲绘画大师技法和材料无论是对本书的评论，还是关心本书的朋友们的意见，
都不时地引起我对书中印刷错误的注意，现有的印刷错误已作了许多校正。
我特别对加利福尼亚荣誉退伍军人协会大厦的修复者亨利&middot;拉斯克先生的大量建议表示感谢。
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在这次新的印刷中只能采用几条。
由于许多人抱怨书中使用公制而难于为美国画家所用。
为了减少这一困难，我试增加了一个附录，按章、页和行，列出了书中所用的度量美国等量值，以代
替以往版本中所使用的换算表。
　　　　尤金&middot;纽豪斯　　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慕慕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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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艺术界推为绘画技法材料学科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有“技法圣经”之誉。
全书分十个章节，科学地通过物理、化学及光学仪器对大量油画及其他画种的材料进行分析试验，对
古代大师的作品及手稿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总结了欧洲绘画几百年来的发展和经验。
本书的出版对我国美术院校技法与材料学科具有很大意义。
　　此插图修订版中，译者修改了初版中的许多错误，并选用了六十多幅在欧洲美术馆拍摄的具有很
强说明性的图片，使图书内容更丰富、面貌更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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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斯&middot;多奈尔，1870年生于德国莱茵河西岸波森汉地区一个军官家庭。
自1921年起一直任慕尼黑巴伐利亚皇家美术学院教授。
1938年他主持创办了国立绘画技法实验研究院。
1939年去世。
为纪念他，该院被命名为多奈尔学院。
本书的德文版初版于1921年。
　　译者简介　　杨红太，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
1933年生于安徽省宿县。
195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991年应邀赴新加坡举办油画展。
1992年赴巴黎及欧洲各国访问。
1995年再赴新加坡举办油画展。
　　作品《工地休息》、《打水的女孩》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母与子》、《抱猫女孩》、《傣族女
孩》等分别被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人士收藏　　杨鸿宴，北
京燕化公司质量监督站高级工程师。
1939年生于安徽省宿县。
196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化工仪表及自动化专业。
199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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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原著者序英译者序英译者附言第一章 架上绘画底子的制备　1.1 纺织品及其用于绘画的准备
　　1.1.1 画布的绷装　　1.1.2 制作画布底子　　1.1.3 底子的材料　　1.1.4 各种底子的制作　　1.1.5 如
何处理画布的背面　　1.1.6 在旧油画习作上绘画　　1.1.7 除掉旧油画上的颜料涂层　1.2 木板、纸、
纸板、金属板等及其用于绘画的准备　　1.2.1 木板　　1.2.2 胶合板　　1.2.3 底子　　1.2.4 贴金底子　
　1.2.5 纸　　1.2.6 纸板　　1.2.7 金属板及其底子　　1.2.8 其他各种底材第二章 颜料　2.1 白色 　2.2 
黄色 　2.3 红色　2.4 蓝色 　2.5 绿色 　2.6 棕色 　2.7 黑色 　2.8 煤焦油颜料　2.9 颜料表第三章 油画颜
料结合剂　3.1 脂油类　3.2 挥发性香精油　　3.2.1 挥发性松节油　　3.2.2 挥发性矿物油　　3.2.3 半挥
发性油　3.3 香脂　　3.4 树脂　　3.4.1 软树脂 　　3.4.2 硬树脂　3.5 蜡和动物脂第四章 油画　4.1 材料
　　4.1.1 颜料的研磨　　4.1.2 油画颜料的类型　　4.1.3 调色液 　　4.1.4 调色板和画笔　4.2 技法　
　4.2.1 试验和操作方法　　4.2.2 色彩现象和色彩效果　　4.2.3 画的绘制和操作辅助工具　　4.2.4 油画
技法第五章 丹配拉绘画第六章 彩色粉笔画第七章 水彩画第八章 壁画第九章 古代大师的技法第十章 架
上绘画的修复后记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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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国松节油 是由海岸松提炼的。
它是今天用于绘画的最好品种。
经过两次精馏的法国松节油，即经过两次蒸发并冷凝于一个常温下的密闭玻璃容器中的品种，完全不
含树脂，用于光油和调色液最好。
　　美国松节油 原先在市场上占优势，现在其重要性已经下降，因为它作为一种商品，往往是搀有石
油馏出物的廉价品。
这样的产品很容易通过气味检验出来。
纯美国松节油是很有用的。
　　好的松节油在纸上迅速蒸发后只留下斑痕，而无任何残留物。
在瓶中摇晃时，形成的气泡迅速消失，且无虹彩。
其气味闻起来是令人愉快的芳香味，而无刺激性或像苯一样的气味。
如果搀假，则有这种气味。
松节油必须保存于凉爽之处，瓶口要盖严，否则会蒸发，还会变成树脂质。
在这一过程中，较差的品种会变成深褐色。
含树脂的陈旧松节油，具有催干剂一样的干燥结果，常使颜料长时间保持发黏。
它对于树脂来说，是不良溶剂，且易于变黑。
两次精馏的松节油在敞口或未装满的瓶中也会变稠、发黏，干燥性能变差，这时它就不能再用于上光
层了。
如果用于上光层，不是长时间保持发黏，就是变硬后还会再一次变软。
为了除去松节油中的水和酸类；可以在瓶中放一小块生 石灰。
松节油含水可能是引起光油层令人烦恼的“变蓝”的原因，检验是否含水的方法是把1份松节油和3份
汽油放在一起摇晃，如果含水，混合液会混浊变色。
在纯度为95%酒精中，松节油应以1：3的比例溶解。
当亚麻籽油、铅白和松节油在一起混合成液体状态时，松节油应在半小时之内完全分离出来，否则就
是搀假的。
搀有石油或煤焦油产品的伪劣廉价品，可以通过气味检验出来。
　　松节油代用品 商业市场中有许多松节油的代用品，即所谓德国、俄国、瑞典、比利时和波兰松节
油。
这些松节油都是在高温下用干馏的方法，从松树根的树脂中提炼出来的。
它们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刺激性气味，是很差的干燥剂。
人们常试图用精馏方法来改善它们，但均无持久的效果，这些劣质产品在浓盐酸中会变成红褐色，优
质的松节油至多只会变成黄色。
　　松香精、松脂醇是由不大贵的树脂和不可靠的树脂油制成的，不能立即干燥，并保持黏性，常常
用作松节油的廉价品。
　　专利松节油是商用石油产品而不适用于美术。
　　其他的松节油代用品如“清洗油”，都是石油或煤焦油产品，作调色液用没有什么好处，但可用
于清洗。
　　在绘画中松节油可以用作颜料和调色液的稀释剂，也可用作树脂的溶剂。
松节油不是黏结剂，因为它没有黏结力，不能使颜料黏附到底子上。
如果用松节油把黏结剂冲得很稀，颜料的大部分黏结剂就会被多孔的底子吸收。
我曾看见过使用松节油画的画，画一干燥颜料就一小片一小片地从画上脱落下来。
松节油可以使颜料产生一种薄而无光的特性。
这种特性是今天的画家常常追求的，但它往往要以牺牲画的耐久性为代价。
松节油也会使颜料令人烦恼的渗透趋势增加。
如果大量使用，还会使颜料变得太稀而失去覆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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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就像水彩颜料中的牛胆汁的情况一样，由于松节油的表面张力太小，因此一滴一滴的松节油颜
料易于扩展和消散。
大量使用时，松节油的迅速蒸发还会使无孔底子上的颜料层产生裂纹，尤其是把画放在太阳下晒。
在罂粟油底子上作画使用松节油是特别危险的，它会使底子变软，尤其是在使用透明底色层的地方，
这种危害很可能出现。
对此画家常常不知如何解释，因为他以为自己的作画方法是很合理的。
如果管中的油画颜料已变黏，加入松节油并不能使它们恢复到好用。
因松节油蒸发太快，颜料反会变得更黏。
松节油迅速蒸发时，会吸收氧气而加速颜料中脂油的干燥。
画家们极少考虑松节油的这种性质，而把它加进调色液中，打算使调色液干燥慢一点，结果却与预期
的效果相反。
松节油的溶解作用是每个油画家都知道的，他们用它来清洗调色板，还用它来作为污渍的去除剂，然
而，他们却不大关心松节油在绘画中的溶解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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