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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一词是指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生

产力突进和政治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而出现的

人的心性结构的变化与特征。在现代现象中最

为深刻的变化就是人的生存方式、精神气质以

及心理结构的变化。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

识，在某种意义上又表现为生命的解放冲动。

现代艺术是现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艺术，现代

主义的特点是“现代性”，现代性的特点是多

样性。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的尊崇。

　　现代主义在绘画中的理论基础是源于哲学

家康德的“自我批评”。康德从古典主义内部

提出了对古典美学的质疑，他所提出的解决方

案为现代主义美学提供了可能。在《判断力批

判》中，他进行了美的分析，提出了审美的原

则：“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比较而单

凭快感或不快感对一个对象或一种形象显现方

式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快感的对象就是

美”。康德的这种美是不涉及功利性的观点是

很有启发性的。美国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认

为，“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用一个学科特有的

方法来批评其学科本身。”就是艺术要用艺术

的而不是其它学科的方法和标准来评论。艺术

的自我批评的任务是从每类艺术的特殊效果中

排除可能或是被其它艺术的媒介借鉴的效果，

从而使每类艺术变得更纯粹。

　　古典主义艺术，或者说古典美学的模仿

论，总是混杂着某种功利性，这种摹仿性艺术

是为旧的贵族社会和教廷阶级服务的，学院和

宫廷是古典主义的大本营。他们需要模仿艺

术，是因为需要艺术家通过描绘历史、神话、

宗教、当权者，为精英服务，也向社会宣扬社

会精英的权威和价值。康德提出不涉及功利性

的快感，实际上就否定了传统艺术的价值。现

代主义艺术的诞生，是以反传统为目的的。传

统艺术的目标是画家按照客观自然世界，去再

现，具有模仿性。而现代艺术强调的是艺术家

内心世界对客观世界的感受。这种表现，体现

在艺术家从客观的外部世界转向了艺术的内部

论绘画的现代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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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本身，开始注重了艺术的本体。因此，

现代主义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写实性。非写

实的表现形式是“抽象化”，其精神实质则是

“自我表现”，而其创作过程的心理实质则是

“直觉”。直觉依靠艺术家的潜意识、心灵的

对生活和自然的直觉感受以及形式语言的素

养。传统艺术有外在的目的，这必然要求艺术

家压制自我，消除自我的痕迹，以服从服务他

人的目的。现代艺术放弃了这种外在目的，转

而把艺术作为自我存在、自我价值、自我情

感、自我表达的工具。当然，现代主义并不否

认表达时代价值，可是现代主义是通过自我表

现曲折的传达时代精神。

　　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反传统。从印象主

义开始一直到抽象现实主义，西方的现代艺术

不间断地完成了艺术内部的革命。印象派在对

传统的反抗中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外光写

生。外光写生意味着对传统绘画主题和叙事性

再现的完全放弃。现代主义绘画从马奈开始削

弱明暗和立体，转向追求平面化的绘画。而塞

尚则在绘画中牺牲了逼真性或准确性，强调了

艺术形式因素的独立性。从这里开始西方现代

艺术放弃和减弱社会形象的社会含义，放弃叙

事性，逐渐把兴趣转向绘画语言本身。到了20

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就进入了一个流派更迭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美术流

派，比如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

表现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等

等都表现了与西方古典主义的“叛离”，无论

是马蒂斯还是毕加索，他们都将绘画语言转向

抽象化，这其中包括多方面的特征，如平面

化、单纯化、符号化等等。它们完全放弃绘画

中的宏大叙事，追求画面本身的形式因素，进

而达到绘画的纯粹性。现代主义绘画不仅是形

式语言上的解构，而且价值取向也主要表现为

批判和疏离。艺术家们不再为了某种外在目的

而进行画面的修饰以及内心的掩饰。他们开始

真实的表达对艺术单纯的追求和感受。现代主

义艺术开始从自律性到艺术和生活界限的混

淆，从对形式的创新到观念的主导，现代主义

艺术走向了后现代。虽然后现代的出现已经打

破了绘画的平面限制，但其侧重点还是抽象的

空间构成。它是对现代主义艺术的一种延续和

发展，而不是完全的断裂。

　　中国在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论述是从康有

为、陈独秀开始的，他们虽然并非艺术家，却

是最早的改革方案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在它

们的引领下，提出了中国美术变革图强的各种

策略。20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徐悲

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为代表的一批留学生的

大量回国，对中国的现代艺术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这些艺术家采用中西融合的方式对中国

的传统绘画进行了改革。虽然林风眠、刘海粟

等艺术家将西方现代艺术推行到了中国，但是

由于中国的这种艺术改革建立在植入性的基础

上，只能在形式上进行融合，难以上升到精神

层面。再加上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现

代艺术并没有在中国以主流的趋势延续并发展

下去。而是在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艺术家将西方

古典主义艺术以主流的形式推行到了中国，并

以此为主要路线对中国的美术教育进行了改

革。虽然中国的美术教育走向了系统化、理论

化和正规化。但随后苏联教学体系的确立，以

及与西方其它艺术的断裂，使得中国绘画艺术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教

学模式。这种排斥其它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的

学习，对于西方艺术在整体上缺乏全面认识，

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创作思维的单一化、风格技

巧的模式化。到了文革时期，则成了激进和极

端的实践，既违背艺术发展的规律，也违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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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化的演进常识。造成了艺术表现的严重失

真，形成方法上概念公式化的虚假创作。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的改革开放，

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的影响才达到了新的阶段

并开始迅速发展。从吴冠中探讨“形式美”开

始，西方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独立以及形式因素

至上的观念在中国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同时出

现了以“伤痕”、“乡土”为代表的批判现实

主义的绘画潮流。艺术表达从虚假的掩饰开始

转向传达人丰富的内在精神实感，是一个重新

找回属于自我真实感受的起点。到了“85美术

新潮”，艺术家们已经进入一个全身心投入对

“现代性”的诉求和对各种艺术语言的探索。

在“85新潮美术”运动中，艺术家以西方现代

主义作为模版，模仿西方艺术的图式和理念，

以批判和试验的形式从事艺术创作。构成了中

国现代艺术抽象化特征的第一次潮流。90年代

之后的艺术则进入了一个多极前卫的发展时

期。“新生代”、“政治波普”、“玩世现实

主义”等绘画潮流的不断涌现，使得中国现代

主义艺术逐渐从绘画的功利性走向单纯性。

　　然而，现今中国的绘画艺术仍然存在着两

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一种是游离于官方的以实

验艺术为主的自由艺术家。另一种则是全国以

及各省市政府领导下的美院、画院为基本组织

形式的艺术家，他们共同存在于中国的当代艺

术形式中。这两个圈子的区别也成为体制内和

体制外。他们有各自的话语权、评价标准和市

场，缺乏共同的话语平台。这就说明现代主义

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全面，在构成现代主义

绘画基础原理的过程中，由于之前的单一发展

造成的断层和局部的发展。今后中国现代艺术

要继续发展，走出不一样的路和拥有艺术评价

的话语权。就需要共同建立文化身份的认同。

既要避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种固守传统的趋

势，也要避免全盘西化的这种轻视自身文化独

特性的趋同。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在相互融合中

发展，这既是自然的也是理性的。同时，保持

作品的格调和形式语言的素养，从而共同参与

多样现代性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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