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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作为二十世纪西方绘画史上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他的生平经历十分丰富，在毕加索人生历程中玫瑰时期也是

最为重要的一段艺术经历。文章围绕两个方面阐述了有关毕

加索玫瑰时期的作品特点，一方面简略讲述了玫瑰时期的创

作背景以及其绘画风格的转变；另一方面罗列了玫瑰时期具

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从而去更好的分析其作品面貌的变化

和特点。同时以玫瑰时期的作品为前提，进而探讨这些创作

对毕加索后期艺术风格转变的影响因素。文章着重分析毕加

索在玫瑰时期的作品特征和创作主题性的倾向，以及艺术家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对于人生历程产生的思考对他后期创作的

变化及影响。

一、毕加索玫瑰时期的创作背景

1、玫瑰时期的开端

1904年，毕加索回到了巴黎。他搬到了一个名叫“洗衣船”

的地方生活，这也是他未来 5 年的画室和家，同时也意味着

毕加索蓝色时期的结束。在这个时期有一幅作品，体现了毕

加索创作的色彩调性由蓝色向玫瑰色的一个转变。这幅作品

是《妇女与乌鸦》（如图 1）这是毕加索在回到巴黎后所创作

的，在画面中妇人骨瘦如柴的形象在强烈的蓝色背景衬托中，

形成了暗红色的剪影。蓝色逐渐被淡化了，并且蓝色时期暗

沉低落的情绪正在慢慢退出了毕加索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

温暖柔和的玫瑰色调；在画面里蓝色的占比变少了，伴随着

是红色的显现，画面慢慢变得温暖起来。这幅画可以算得上

是过渡时期的转变。同时蓝色时期的过去也说明，毕加索从

朋友自杀的悲伤情绪中走了出来。

2、玫瑰时期的创作来源

费尔南多·奥利弗这个比毕加索年长四个月的女子，正

浅析毕加索玫瑰时期作品的艺术特点
文 / 杨晨曦

图 1、《妇人与乌鸦》

图2、《穿衬衫的费尔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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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影响着毕加索的情绪和心里世界，费尔南多身上独特

的气质吸引着毕加索。她与生俱来有着美丽、聪明和乐观的

魅力，并且她善于用想象力去创造生活中的美好时刻。给毕

加索沉闷的生活环境带来了粉红色的甜蜜。正是如此费尔南

多用她的热情和温暖将毕加索带离了蓝色时期的忧郁，她进

入了毕加索的内心世界。同时他在玫瑰时期创作了《穿衬衫

的费尔南多》（如图 2）在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时的色调

已经没有了蓝色时期的忧郁暗沉，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沉溺

于爱情中的喜悦之情。她静静地站在画中，画家没有用过多

繁琐的笔触去表现画中女子的形象。更多的是营造出了一种

粉红色带有浓烈爱情气息的氛围感，用抒情的绘画表现方式

将他内心中的她表现在画中。毕加索和费尔南多在一起的日

子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考虑自己的男孩，因为她的到来

毕加索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可以从这个时期的作品中看

出费尔南多对他的影响意义有多大，毕竟粉红色是构成了毕

加索玫瑰时期的主要色彩。

毕加索玫瑰时期的创作来源，其实不仅仅是费尔南多作

为初恋带给他的灵感。同时也受到他经常光顾的，蒙马特画

室旁美达罗马戏团的影响。他在玫瑰时期热衷于马戏团演员

的题材，这些走街串巷的街头杂耍者激起了他去了解和观察

的欲望。以至于毕加索在玫瑰时期创作了的许多关于马戏团

题材的作品，所以玫瑰时期也可以称为“马戏团时期”此时

他笔下再也不是可怜的孩子、失意的路人、悲伤的妇人或是

饥肠辘辘的乞丐。取而代之的是马戏团的杂耍表演者，在他

们身上毕加索感受到了卖艺者们生活中的诗意和无奈。

二、毕加索玫瑰时期的艺术特色

1、玫瑰时期的作品特点

毕加索在1904年末构思了一系列描绘马戏团生活的作品，

《杂耍艺人之家》（如图 3）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幅代表作，创

作于 1905 年末。这幅画再现了高更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中乡愁的张力。画面中毕加索

把他们置身于一个荒芜空旷的环境当中，但我们通常是在城

市喧闹的角落中可以看见马戏团的身影。因为这样的反差致

使画中的艺人们带有了一种符号感，一种标记性。他们不仅

仅是有杂耍艺人这样的一种身份标签，同时也具有了一种生

命的苍茫感。他们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戏服，这样的着装是

要去取悦别人的，看起来非常的华丽，甚至于有些幽默。但

是这样打扮得他们却站在一个似荒漠的地方，在荒漠当中没

有人去欣赏他们的表演因为四处寂寥。这样的场景下毕加索

以杂耍艺人之家为主题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超现实的意味。

这些杂耍艺人们本身是取悦观众的角色，但他们并没有待在

属于他们的场景中，所以没有了那些欣赏他们的眼睛。而后

是我们在马戏团、在剧团中看到的小丑们都是幽默的、开心的。

但是反观在荒漠中杂耍艺人们的表情和动作又是失落的。在

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他们更多的是沉默。在这群人的表情

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如空洞的眼神，落寞的表情，画面

给观者带来的是关于生命本身的一种孤独，寂寞，以及喧哗

热闹之后寒冷悲伤的情感共鸣。所以这幅作品色彩虽然是五

颜六色，色彩斑斓的，但是我们画中体会到的更多是一种寂寥。

画中的杂耍艺人们他们的眼神看向不同的地方，似无助、似

迷茫、无处归依。把这幅画放到毕加索的生平中来看，画中

的问题对于正处在自我塑造阶段的毕加索来说，这正是 24 岁

的他最迷茫的时期。事实上，这种潜意识的、对内在根源的

本能追寻，是毕加索艺术新动向的心理变化。

                               图 3、《杂耍艺人之家》

同样是与马戏团有关的一幅作品《站在地球上的杂耍艺

人》（图 4）这幅画的创作源头是《杂耍艺人之家》，其实这

幅作品是毕加索对于高更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进行了回答。画面的细节充满了风俗画的

诗意，带状的构图，然而它并没有达到十分宏伟的效果。毕

加索呈现的是依旧有着文学韵味的画面：在荒凉的风景下远

行的母亲、孩子和狗；画面远处，有一匹如幽灵般的白马诠

释了这幅作品对于高更问题的回答，但对于前景描绘其实意

义更答案更重要，这是毕加索对于生活的一种阐述：从无穷

到艺术家，再到永恒。这幅《站在地球上的年轻杂耍艺人》

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十分突出，因为它仿佛是一颗种子，是给

造型意识方面带来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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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站在地球上的年轻杂耍艺人》

2、玫瑰时期作品对毕加索后期艺术的影响

首先从蓝色时期到玫瑰时期，毕加索慢慢抛开了传统绘

画的枷锁，吸取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风格，对形体也有了

高度的概括，同时在视觉上做了部分主观的细节表现，将人

物以及事物表现得更加具有明显的性格特征。并且这一时期

的作品主题更多地去关注了社会状态，开始对人性进行探讨，

画面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在这个时期毕加索愿意去了解和

挖掘马戏团艺人的生活，再加以融入自己的情感以此把艺人

们带到了自己的画中，最后这些作品也引起了大众的精神共

鸣，这样精神性的革命为毕加索后期的艺术产生了影响。其

次在玫瑰时期因为费尔南多的到来带来了热情似火的一段浪

漫时光，也使毕加索孕育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同时也将马戏

团的生活带到了艺术创作中，并在 1906 年的夏天，玫瑰时期

到达了顶峰。那时毕加索带费尔南多去了比利牛斯附近的偏

远村庄，将她画成了一位光芒四射的女神。但在后来的几个

月里，情形发生了改变，毕加索比以往更加沉迷于艺术创作

中，因此他不再为她花费更多的精神了。而后毕加索继续深

入探索年轻裸体的主题，与其说他是从青春期类型中寻找创

作源泉，倒不如说是从简单造型形式的结构中获得灵感，无

论构思的是青年、少年、女性还是肖像。每一种事物都因自

然而充满魅力，所以接下来毕加索开始创作了那幅革命性的

作品——《亚威农少女》。

三、结语

毕加索的一生中他经历了许多不同时期的绘画阶段，这

些都是他人生过程的反映。对于毕加索玫瑰时期的生活经历，

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初尝爱情蜜果时的幸福，那个让他成长的

女人——费尔南多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至此之后他

看什么都是浓情蜜意的玫瑰色。明显的可以看出他遇见她之

后慢慢从蓝色时期的忧郁中走了出来，他开始思索人生的意

义、开始享受费尔南多带给他的如蜜月般的生活。很明显地

可以从毕加索玫瑰时期的作品看出来，画面的色调开始呈现

温暖的氛围，出现了粉红色，红棕色，是热情的情绪调动了

艺术家的心理变化。他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和物，例如马戏团

的杂技演员们就是他在玫瑰时期去经常描绘的主题。在他看

来，小丑们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时候那他们的快乐谁带给他们

呢，他们要面对生活的困扰。但即使这样毕加索将小丑们置

身于荒野时他们依旧会穿着华丽的服饰去表演或是远行，这

是毕加索在马戏团身上体会到地对人生的思考。玫瑰色的运

用含有它深层的意义，这样温暖的颜色描绘的虽然有“贫苦

的人”，但并不妨碍用如此热情的色彩去表现他们的快乐。

因为生命的状态是丰富多元的，当在凝视彼此生命的时候每

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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