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知王致诚善于表现塞外风光和皇家园林，其

功力雄厚，出手不凡。
    我们过去对王致诚的经历了解甚少，更

不知他的油画风范和特点，现在通过这幅油
画可以了解到：王致诚的油画与法国十八世
纪油画有着血缘关系。那时，法国油画受到

前一个世纪荷兰风景画的影响，并吸收了古
典主义传统，形成了富有写实主义特色、笔

触细腻、格调轻恬的风格。王致诚在巴罗可
向罗柯柯转化的新时代便离开了欧洲艺术中

心法兰西，来到清帝统治的中国。他面临着

新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乾隆皇帝的好恶影
响着他和其他传教士的油画。他们为了获得

传教的方便，必须在内廷站稳脚跟，也必须
或多或少地改变他们在意大利、法国学到的
油画技巧，以适应中国皇帝的口味。这决定

了王致诚在来华十六年后所画的这幅油画的

面貌。当然，它不会是本来意义上的法国王
致诚油画，但也绝不是郎世宁格体的新式绢

画，而是较多地保留了西方油画技巧，又略
有损益的、为乾隆所乐于接受的如意馆油画。

    毫无疑问，乾隆射箭油画足以反映王致

’诚的主题画、风景画、肖像画的特点及画家
  本人的艺术造诣，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作品和

  物证。如果以此画与郎世宁作于乾隆二十三

  年(1758年)之后的<tk师少师图》油画进
  行比较研究，则不难了解，他们二人的油画

  技巧与艺术风格是如何的泾渭分明，各具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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