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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生活的法则，现实是永远否定历史的。”西方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各个时期的艺术思想

和流派往往也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运转着。从文艺复兴之后 17世纪的巴洛克到 18世纪的洛可可以

及古典风，继而到 19世纪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

难看出西方艺术在不断否定自我，同时也在发展自我。尤其从近代的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衍变，

反映了人类对艺术的一种新的精神心理结构，使我们产生了对艺术新的思考。

一、现代主义艺术的精神和特征

西方艺术早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就构建起了以客观、写实为特征的审美艺术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 19

世纪 70年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随之而来是社会矛盾的加剧，以

及社会的剧烈变动，加之社会思潮的激烈动荡，必然深刻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当然也引起了艺术语言的

变化。在艺术领域，人们对传统形式的厌倦，以及审美情趣和审美格调的变化，都在不断冲击着古典传统

和写实主义。客观写实的艺术风格终于在印象派这里终于演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印象主义画家塞尚被称

为“现代艺术之”，现代艺术史就是从他开始写起的，然而这位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法国人所发动的只是

一场画布内的革命，他要批判的对象是西方传统绘画的写实主义。从后印象主义开始，具有主观和写意的

艺术精神得到大大的发展。现代主义就是在这种强调个体和艺术自主的时代应运而生的。

现代西方开放式的文化策略，诸如生活方式、宗教、哲学等在传统精神领域的破坏，都在艺术领域得到了

深刻的体现。现代主义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形式与风格。对以前的写实主义而言

内容或题材至为重要，而到了现代内容或题材被忽略了，形式和风格突显出来，艺术家的创作语言得到了

解放。例如达达主义杜尚的创作艺术就极富有革命性，他是一个彻底的思想家。杜尚告诉世人，当艺术家

不必画画，不必做雕塑，因为世界和生活本身就是艺术，观念比作品更重要，艺术终究还存在一种过程和

行为。第二、具象转向抽象。古典主义的艺术基石就是模仿的审美原则，解剖与透视的科学方法更使得这

种“模仿”发挥的淋漓尽致。然而，在现代西方艺术中，这种空间关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成为了被批判的对

象。抽象被人们认为是极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艺术家们通过一步步将客观物象分解、重构、简化和抽象

化，创造出了一种独立于客观自然的抽象主义艺术。加之对旧有空间形式的破坏，立体主义的毕加索就是

典型的代表。第三、表现比再现更重要。古典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美，而现代艺术则截然不同，

它是与个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更钟情于个人的感受。例如凡高内心世界的痛苦体验，以及蒙克等表现

主义艺术家对社会危机的回应，都表现在其绘画作品中。第四、创造高于审美。“美的失落”是现代西方艺

术的一个重要问题，艺术家们在不断寻找着美的异点，他们在不断的否定这美也在创造着美。正是通过否

认在那里能找到美这样的问题，去寻找美的答案，也正是这种艺术无关审美的看法，使人们看到了艺术的

本质在于新奇与创新，艺术体系是不断革命的体系。艺术领域的不断创造也就意味这对历史的不断否定，

按照欧文&#8226;豪的观点要为现代主义下个定义，必须用否定性的术语，把它当作一个“包蕴一切的否定

词”。无论是形式语言、表现主题、还是审美功能，现代艺术都做的是“减法”。伴随着艺术风格形式化和观

念化的演进，现代艺术一步步摆脱了宗教和政治，远离了文学和现实，摒弃了可见的世界。但这样一来，

现代艺术又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一个接一个的创造断送了一个又一个理想，各种风格有如昙花一现。

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与特征

从 70年代开始在西方崛起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一方面是适应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高科技的发展



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否定，针对现代主义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新的理论，也影响着

艺术的精神。直线的，一味追求向前和革新的思维方式受到质疑，曲线的，迂回的即向前看又向后看的思

维方式得到重视；以人为中心的改造自然的观点受到怀疑，转而强调以自然为中心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

谐；个性和创造性的意识被认为不是完美无缺的，尊重公众和大众的观念受到了重视。在艺术上推出了折

衷主义的理论：传统与现代的折衷，古与今的折衷，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折衷。这也就赋予了后现代主

义丰富的多义性，后现代主义被演绎为泼皮无赖式的玩世不恭、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和崇高精神的消解。西

方后现代艺术走上了一条反对极端、追求折衷、不尚单一、力倡融合的多样化道路

后现代主义艺术精神的第一个特征是传统的回归，是传统与现代的“折衷”与结合，是对现代主义激进主义

的反驳。进入 80年代以来，那些一切过去曾批判过的，被超越的，被破坏的，无论是古典的、原始的、还

是现代的又开始“复归”，波普以来一度受冲击的传统绘画和雕塑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重复”。在后现代主义

时期，艺术重新做起了“加法”，这一艺术风格和观念转变的真正意义在于艺术家社会责任感的复苏。后现

代主义艺术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美的物化倾向。在艺术发展的历史上艺术曾分别关注过神、人的内容或形

式。到了后现代，艺术即没有深刻的主题可以关注，又没有纯粹的语言可以探索，后现代主义只能关心日

常生活事物，而不关心什么本质精神。这种美的物化倾向从根本上讲反映了商品经济对文化领域的深刻影

响。在某种程度上艺术首先可能不是艺术品，而是消费品，艺术像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设计艺术的迅猛

发展，艺术品甚至有产业化的趋势。在沃霍尔的作品中可口可乐瓶和玛丽莲&#8226;梦露的肖像的简单重复

拼凑就是对这种产业化趋势的一种讽刺。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特征就是美的深度感的消失。这种深度感的

消失其实也是与物化现象相关的，也是 20世纪以来文化大众化的结果。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界限模糊

化，由于艺术品取消了深度，取消了应该作为艺术品核心的诗意和韵味，因而变得浅薄和平淡。后现代主

义在克服现代主义偏激的同时，重新阐述传统，但难免缺乏鲜明的风格特征，在传统现代之间徘徊犹豫。

三、正确看待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历程

认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历程，既要考虑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气候、历史背景，又不能拘泥于

他们的宣言。看待艺术现象时，着眼点不必太多地放在当代艺术家如何画的，倒是更应该注意他们是怎样

看待世界，怎样对待自己的，和由此反映出来的他们的人和世界的新关系。现代主义的生存土壤是商品生

产为目的的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则是把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时代背景，所以产生的艺术精神也不同。现代

主义时期讲个性、风格，它不是着眼于某一事物本身，而是看到某一事物特定的形象，艺术创作都是通过

创作者个人的智慧与劳动来体现的，创造者的个性弘扬便成为创造中形成风格的基础，我们不能否定艺术

个性的存在，相反我们必须主张艺术家在创作中发挥个性，个性越鲜明越具艺术性。现代主义因为把个性、

独创性成为了艺术创造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创作中的其他因素，才走向了反面。艺术是通过寻求一种新的

美感样式来表达思想，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扬弃。而后现代主义的不少艺术作品缺乏艺术魅

力和表现力，其原因就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个性以及与个性相关的独创性。个性以及又个性派生出来

的风格，是永远无穷尽的，失去风格的艺术就缺乏艺术表现力。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短暂和不具持

久的生命力，其原因令人深思。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后，艺术领域趋向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

今天，艺术家不仅用人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着对大自然的亲近，对社会生活的关心，而且竭力想要消除艺

术与大众的距离。他们全心全意地想与社会合作，千方百计地满足大众审美趣味。现代主义以成为历史，

人们在反思现代主义的同时，开始重新斟酌独创与传统的真实意义，变化是生活的法则我相信也是艺术精

神发展的法则；现实是永远否定历史的，我想在这种特定的否定中艺术家也在实现着自我，创造并发展这

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