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资讯飞速传播的时代，

先进的通讯设施模糊了地理的界限；日渐国际化的

文化交流，模糊了文化的国界。现代艺术自身的开

放性又模糊了各艺术门类的界限。当代，艺术风格

及流派的发生不是局限于某一地区和国家，影响已

是全球范围的，所以，对当下文化状态的研究是从

事艺术教育的工作者必须要做的事情。尤其在当代

的艺术思潮具有全球化倾向的今天，我们更应对当

代的艺术趋势有一个理性的、客观的把握。同时，由

于现代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建筑艺术、造型艺术、

平面设计、工业造型等领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所以高校美术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现代艺术史

的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在我们的学院教育

体系中，很少有学校把现代艺术思潮的研究作为一

个重要内容引入到设计课程安排中来。如果只重视

设计风格更替的研究而没有从其产生发展的文化

背景中，从其风格产生的来源里去做深入探讨，那

么我们的设计教育只会沦为一种技艺的教育，只会

沉入无源之水的死潭中去。

当传统艺术淡出艺术主流之后，艺术作品便呈

现出纷繁复杂的表象，“看不懂”、“艺术已死”之说

早在上个世纪初已有开始，然而时间是能证明一切

的，从!"世纪初形成的现代主义运动和!"世纪#"年

代后日渐成主流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经过百多

年的发展，艺术没有死亡，他正在成为一种精神，影

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主义的设计如包豪

斯所倡导的国际主义风格的平面印刷品、摩天大

楼；毕加索的绘画到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这两种

艺术风潮影响之大之深，是以往艺术领域里从未发

生过的，那么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怎样的？区别何

在？这里，主要从造型艺术的方面来谈谈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以此对这两种艺术思潮做出理

性的把握。

一、对艺术品本位含义的不同

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现代艺术和工业文

明的实质是相同的———以自我为中心。艺术是自由

的，个性的，自我表现（这里的自我是指艺术作品本

身而言，而非艺术家个人）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原

则，艺术品的存在只因其自身的体积、明暗、线条、色

彩等的组合而有意义。在现代主义那里，意味从社会

的逃离，从人和世界的相互关系中逃离。———现代

艺术从塞尚开始，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一件艺术品应

该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模仿，通过它看见另外的东西

（客观的外在物象），塞尚和其它印象派画家一道，使

画成为自我完整的结构，画面根据自身的需要而建

构，没有史诗性的描绘，没有神话的传说，只有中产

阶级有闲的日常生活描绘，使绘画迈出了脱离文学

性的第一步，随其后的修拉、高更、梵高等人更进一

步的在语言的表现性和色彩方面作了贡献。“美术是

对自然的模仿”的观念被根本动摇。这是现代主义对

传统艺术的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就是毕加索和立体

派使用分解的绘画语言让画面的形象完整性不再存

在，他们认为画面的每个部分并不都是为塑造形象

服务，每个形体的不同的面都应有自己的性格，是每

个块面的自我呈现。并且在综合立体主义时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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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拼贴方式进一步打破了架上绘画的束缚和纯粹二

维平面空间的视觉语言探索，从而使绘画摆脱了对

完整形象的依赖。第三回合，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马

列维奇的纯粹抽象的绘画，强调绘画的精神性方面

和画面的构成形式独立，使绘画的各个因素成为独

立的成分，单一使用这些成分一样可以用来表达画

性。摈弃了物象描绘的现代艺术更加自由了，“艺术

意味着无用（没有实际用途，比如成为教化的工具），

因而它不应该寻求满足物质需要。”———（马列维奇）

也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抽象的块、面、线是作者感情

的表达；在设计领域中这些理念被包豪斯引为设计

教育的基础，直接导致建筑的国际主义风格出现；第

四回合乃是杜尚的出现，他对传统艺术的观念进入

了完全的反叛的阶段。使艺术摆脱了过去艺术的全

部固定的观念，绘画摆脱了架上的形式的限制，也摆

脱了艺术家画地为牢的狭隘的艺术观。艺术是一个

自由的东西，就如他首创的“!"#$% &#$"”（也有翻译

为现成物作品）一样，随手拈来的小便器签上他的笔

迹便是《泉》。从此，自由和叛逆成了一面旗帜高高飘

扬在现代艺术的上空。同时也开启了反现代主义的

先河。现代主义的主要精华部分，是对客观物象精致

模写的传统艺术（’()" #!*+）的反叛开始，再使各种形

式语言独立于形象成为独立表现的内容。当然，这个

时候，美依然是艺术家们主要探讨的内容之一，无论

是波罗克的随手的点滴画还是马克·罗斯科的大方

块都对其中美的形式场作了自我阐释。

后现代主义中，艺术的精神气质变了，艺术开始

一百八十度地转向接受社会，关心生活、缩短艺术和

现实的距离。艺术全心全意地想和社会合作、参与，

并且附和、混同。当代艺术再不能完全满足康德提出

的公式结构了：“无条件给人带来欢愉的东西就是

美，”或者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我宁愿说艺术家有

能力打开或松开感情的阀门，并极力将观众拉回到

生活之中。”于是，后现代主义从西方人对自己生存

立场的反省中开始了。以前否定的东西开始得到接

受。都开始试着用联系的整体的观念来代替孤立的

个体观念，一些非西方的观念，特别是东方的禅宗观

念在后现代主者那里得到了体现。如解构主义认为

事物从来是处在流动的状态里，它们不断地在旧的

意义关系链中解脱，并被结合到新的关系链中。现代

主义艺术的自我中心性质当然就很难被容忍了，所

以后现代更多表现为对人文社会的关注，这和现代

主义完全注重艺术本身的形式和语言的独立是不同

态度。波伊斯把艺术完全变为一种社会行为、“社会

雕塑”，让艺术渗透到人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

说杜尚先是把艺术变成顺手抓得到的任何俗物，那

么波伊斯则是把艺术变成了社会生活甚至政治事

件。）对社会的、人性的思考重回到艺术家的创作中。

波普艺术将日常生活的东西、工业社会的表象符号

一并混杂交合，在噱嘲中折射出在这个高度机械文

明的社会中人的位置与价值的思考。

二、对作品永恒性的认识不同

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在作品具有永恒性这一观

点上和古典主义画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直努力

企图通过艺术品努力地超越生命的极限，无论是作

品的材料还是尺度，还是艺术家对待自己作品的观

念上都是如此。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或许都有一个

想法，他们的作品都像毕加索、马蒂斯的作品一样放

在博物馆精致的像框里作永久的珍藏。即或如抽象

表现主义画家罗斯科那样反对自己的作品成为墙面

的装饰品的画家，最终还是建立了罗斯科教堂，将他

的超大尺寸的画永久存放。

而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家们已经

接受了自己作品是没有持久性的观点。所以他们在

材料的选择上便无所顾忌了。大地艺术家用包裹自

然的方式追求短时的视觉冲击。可以是转瞬既逝的

行为，也可以是事物的某一部分展示。行为艺术家谢

德庆将自己与一名女子捆绑在一起，不与之做任何

交流地生活一年。一年是作品的时间，也是作品消亡

的时间。垃圾艺术将拾来物堆放并置在一起，展出后

清除，同样消解了艺术品的持久性。

三、建立规范和对规范的超越

后现代艺术与现代主义区别除此之外还在于：

现代主义艺术热衷的是建立规范与标准，追求完美

与超越。艺术史上还载有一段立体主义画展拒绝杜

尚的《下楼的裸女》参加的史话，理由是不合立体主

义的“标准”，带有未来主义倾向。（以现在的眼光来

说，那几乎是要当作一个笑话来的看的事件。）可见

当时，现代主义的画家对自己的风格标准是多么计

较，看得多么崇高。这一点在设计中体现的犹为明

显，从国际主义开始倡导的“装饰即罪恶”，“形式服

从功能”的标准几乎成了现代设计的唯一标准。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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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却实际多了，务实多了，怀疑标准的建立，

怀疑有普遍图式的存在，后现代主义不再讲一个观

念，一种共同的体认，一种统一的好恶、一种共享的

兴趣。它要打破公式，承认多样化。后现代主义是什

么？我曾在王瑞云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一个比喻：

打个比喻说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像一个男人爱上了一

个有相当有学识教养的女子，因此男人很难开口对

她说这样的话：我发疯般地爱你。因为他了解这位女

子会知道这话是从一位作家———比如说芭芭拉———

的作品中来的，这位男士无法瞒天过海，用别人现成

的句子来对这位博古通今的女子表述爱情，他的解

决办法是干脆说明了：“啊，正象芭芭拉所说的那样：

我发疯般地爱你。”———这也是后现代主义面临的尴

尬的局面：话都已经被人说过了，传统的也好，现代

的也好，都把自己语言发展得很完备了。后现代主义

只能借用它们的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感情。所以，也就

没有了规范而言。现代主义力图让事物以新的面貌

出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而在后现代艺术

中，完整的风格没有了，精致的形式也没有了，艺术

变得怎么样都行了，艺术可以像生活，也可以不像生

活，可以抽象也可以具象，可以涉及现实，也可以不

涉及现实，所有框护艺术的原则都可以丢开，同时也

都可以利用。热拉尔·里什太说：“艺术是工具，是手

段，用来消化我们伸手可及的或是不可及的东西”。

这个所谓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是规范、意识，是制

度、是传统。自约瑟夫·伯伊斯宣称“人人都是艺术

家”之后，艺术成了一个人人，事事都可以出入的地

方，权威感已丧失，复制也好、重复也罢、混杂、交配、

解构全挤在一起。商品可以进去如以安迪·沃霍尔为

代表波普艺术、讨论道德的可以进去如约瑟夫·伯伊

斯，沉湎于自我心灵感受的当然也可以进去如伊夫·

克莱因，总之，现在你可以拿艺术来表现任何事情。

甚至隐私，如杰夫·孔斯和色情明星的妻子妾巧林那

娜把赤裸裸的性行为也弄到了美术馆。艺术还有什

么不能表达？艺术还有什么规范？艺术不再属于精

英的领域，它大张双臂欢迎所有的观众，没有一元的

规范，后现代主义走向了多元化、折中、混杂化。标准

的缺失和艺术的自由度的进一步增大，非西方的文

化也不断地被吸收融合，后现代以一种无所不包的

姿态进入我们生活的空间。后现代的艺术自由度比

与以前任何时期都大。这或许是现代艺术与后现代

艺术的本质的不同。

四、结语

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准确含义现在还是史

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特别对后现代艺术而言，它

现在还属于发展时期，给出定论还为时尚早，但我们

身处此时代，唯此只有用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

极的状态去判断识别艺术的本真，这才是我们从事

艺术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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