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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美术在中国当代美术格局中的地位及意义

作者：高名潞  来源：当代艺术

  1985年在中国大陆狂飚般兴起的新潮美术是80年代后半期最引人注目的新潮美术运

动。1989年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是这一新潮美术运动的总结，它宣告新

潮美术完成了它在这一阶段内的最后一个高潮。 

  目前，新潮美术的沉寂，一方面是政治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这也是其自身发展的

必然阶段，从喧嚣到冷静是它自身完善的必要一步。此后，无论画家是否更新，画派是

否交替，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确立中国现代艺术体系已是不可动摇的方向和必

然要发生的觋实。 

  正是新潮美术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当代美术的格局，为中国现代艺术争得了一席之

地。从而使当代美术形成鲜明的三个方面：  

  (1)传统美术 

  它包括旧传统和新传统。旧传统即源远流长的文人画等本土传统。新传统就是“革

命的现实主义”美术。从50年代(甚至可以说从三四十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这两种传

统在共处有时也相斥的状态中并存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当然旧传统经常处于被

压抑的状态，比如在文革时期。但自80年代初以来，传统文人画复兴，其间虽然革新中

国画口号及其派别几次更迭(如时下即有呼声很高的“新文人画”)，但终未逾越旧传统

的苑囿。而新传统则自80年代初逐渐衰竭，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仍被沿用，并抽

掉了革命内容，转变为自然主义或温情主义的绘画，成为学院主义的支脉，同时也是当

今大陆商品画的主要来源。 

  (2)学院美术 

  目前的中国学院美术不同于西方19世纪古典主义规范的学院主义，不专指古典写实

主义，同时也不专指我们现今美术学院的教育体系或与之相符的教学观念，它主要是指

一种崇尚风格主义的纯艺术派别。其主要画家大多为美术学院的教师或画院的画师，并

以中年画家为主。学院美术在外观形式上是混杂的，既有西方古典写实风格，也有西方

印象派或表现主义风格，甚至是较为抽象的形式。在精神意蕴和情趣格调上，学院美术

回避社会性与文化思潮，讲究技巧和形式，强调安逸、高雅甚至贵族气派的格调。严格

讲，中国的学院美术成熟于80年代，在80年代前期，它表现为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形

式美、抽象美、自然美是其早期反文革美术的主旨。学院美术的中性特征，使它与传统

美术和新潮美术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3)新潮美术 

  现代主义是新潮美术的核心，尽管在新潮美术内部，对现代主义的理解也不尽相

同。中国现代主义美术的萌芽可上溯本世纪30年代，但它无力与旧传统和新传统抗衡，

所以，只能是昙花一现。80年代初，虽有“星星画会”和少数画家致力于现代艺术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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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但未酿成潮流。80年代前期，中国美术以两大潮流为主，一是以“伤痕”绘画、乡

土写实绘画为代表的关注社会与现实的潮流，一是强调纯艺术的唯美主义潮流。至1985

年前后，现代艺术群体蜂拥而起，各种展览、宣言、论文呼啸而至，’85美术运动狂飚

骤兴，新潮美术于是以其强烈的社会性和文化功能意识并裹挟着各种西方现代派的形式

跃上画坛。它对传统美术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对学院美术也持批评态度。它在同传统

美术和学院美术的对抗中，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排斥和压抑下，自强不息，形成了自己

的格局。或许新潮美术只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实验和启蒙运动。但它完成了这初步的使

命，奠定了中国现代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就奠定了它在中国当代美术中的重要地

位。 

  新潮美术的发展阶段及其内涵 

  (1)1985～1986“理性绘画”与“生命之流”——理性表现阶段。 

  就精神内涵而言，新潮美术与80年代前半期的“伤痕”“乡土写实”绘画有着渊源

关系。“伤痕”与“乡土写实”绘画无疑具有批判现实的意味，它关注社会与人生，出

于直接对文革的逆反，这些作品从暴露现实到描摹现实，内中体现了画家对人性进行了

泛爱的理解，这是理想的然而也是伤感的人道主义，未免有乌托邦的意味。新潮美术更

直接、更明确地张扬人性主题，但对人性则从文化的、宗教的、生命的、社会的各种角

度进行了解释。这种解释不仅通过作品，也通过宣言、论辩等形式表达出来。 

  理性绘画 

  “理性绘画”这一概念本身即存在着语义矛盾，但它也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新潮画家

在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选择方面的冲突与矛盾。新潮艺术家一开始就想将作品成为负

载他们的文化意识、精神内涵的工具，对文化与社会人生的极大关注导致他们关注自己

的思想远于关注其作品的表现方式。所以说，从创作观念方面看，它是理性表现主义的

美术。另一方面，从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内涵本身看，也有强烈的人文理性色彩。这在新

潮美术兴起的最初两年中最为明显。(参见拙文《理性绘画》) 

  生命之流 

  与“理性绘画”几乎同时，在西北、西南、湖北、湖南等地也出现了强调非理性的

美术群体。他们的作品主要关注生命的体验，故称为“生命之流”绘画。“生命之流”

的画家不像“理性绘画”的画家那样把人性的本质推到玄念的彼岸世界，也不想超越生

命现实，而是力图进入人的深层结构之中，体验生命的实在。因此，可以说两者都是通

过绘画对人性进行探究，但“理性绘画”强调超越，“生命之流”的画家则强调体验。 

  实际上，“生命之流”的画家在艺术本体观念上与“理性绘画”是相同的。他们都

将绘画作为艺术家表现意图的载体，故关注的中心主要在什么是“人性”“生命”这类

哲学本体问题。(请参见《新潮美术与新文化价值》一文) 

  “理性绘画”和“生命之流”是1985年至1986年新潮美术发展第一阶段的主流。但

是，就影响和实力而言，“生命之流”不及“理性绘画”，尽管“生命之流”画家的人

数并不比后者少，分布的区域也较后者广。 

  要言之，1985年至1986年的新潮美术显示了一代人对文化、哲学、人生的真诚执著

的探究精神，对艺术自由的环境的强烈憧憬，对释放久被压抑的生命活力的渴望……这

些都是那么真实感人，生动自然，尽管它显得粗糙甚而有些浅薄，许多作品也有言不尽

意的幼稚之处。但它那恨不得将满腔的社会激情、生命的渴望、文化的焦虑和哲学的冲

动完全倾泻到那容量有限的艺术作品中的真挚感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这真是一个浪



 

漫表现的然而又充满理性热情的时代。 

  (2)1987～1989走向观念和行为的艺术，改良主义——非理性与理性的对抗、多元相

持阶段。 

  新潮美术第一阶段向后发展的逻辑趋势应当是完善自身的语言，以克服言不尽意的

苦恼。在完善语言的同时，更为深刻地反省、清理并发展既有的精神内涵。然而，任何

艺术运动都不是在真空中封闭静止地发展的。从1987年(实际从1986年末就已开始)新潮

美术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干扰和内部的冲撞。在外部，政治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压

抑并遏止了新潮美术正常发展的进程，于1987年7月成立的、由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理论家

组成的“中国现代艺术研究会”和基本就绪的各地新潮美术群体的交流展览被迫流产；

此外，商品画的潮流也冲击着新潮美术的阵脚。同时，在新潮美术自身也出现了新的变

化和趋势。 

  前卫与超前卫 

  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观念艺术形式和行为表演艺术形式越来越多，成为试图“超

越’85”的一种趋势。从艺术本体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艺术扩张的趋势，旨在批判旧的

绘画观念，寻求新的艺术样式。在观念艺术中，以黄永砯为首的“厦门达达”群体首当

其冲，晚来风急。黄永砯的观念艺术的哲学支柱是维特根斯坦和中国的禅宗，其艺术本

体观念则是“方法即本体”、“语言即一切”。黄永砯和“厦门达达”确实以其自身的

逻辑和相符的手段完成了他们的“前卫”之举。而他们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的口号以

及各地不断出现的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潮流也着实冲击了上一时期的主流“理性绘画”

的阵脚。从1988年到1989年2月《中国现代艺术展》期间，一些颇有影响的“理性绘画”

的画家放弃了已初具规模的架上绘画的天地，去搞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但由于财力不

济以及自身不具备这方面素质等原因，均未获明显成功。 

  非理性与理性的对抗 

  不断探索是必须的，新潮美术整体走向“前卫”也是必然。这里的“前卫”是指对

新文化价值的认定，对艺术本体观念的拓宽和丰富，对艺术语言的创造和发展。然而，

外观的“前卫”以及某个体艺术家的惊人之举都并非是衡量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水平的

标准。可是在不少新潮艺术家那里担心自己不“前卫”和急于“超前卫”的心态愈来愈

强。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急功近利和浅尝辄止的旧病似乎又在复发。 

  针对上一阶段理性绘画的“理性”倾向，一种非理性的呼声渐高，一方面，这导致

了较之“生命之流”更为直观的生命绘画——性美术的出现。其中的一些作品确实隐喻

地揭示了现实对性意识的压抑，但多数作品流于发泄和躁动，反而缺少了“生命之流”

绘画的“形而上”意味。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倾向又将未经现代文明洗礼的原始民间

的野性罩上现代生命主义的光环，同时又将其标举为民族的阳刚之气，将此视之为大生

命。这并不能根本拯救民族的命运，虽然这种非理性热情导致的骚动发泄的情绪有可能

转化为积极的社会性因素，但长远地看，却不利于冷静地分析批判现实并建树新的文化

体系和理想社会。 

  改良主义 

  早在1987年就已有不少新潮艺术家意识到要想完善自身，必须在发展严密自己的艺

术观的同时，更要寻找符合表述自己观念的独特语言，脚踏实地地实现“独创性”。 

  1988年10月徐冰和吕胜中的展览显示了这种趋势。徐冰的《析世鉴》自创“汉字”

几千个，用活字木板印—时的方法制成近百米长的长卷和一些线装书，人们称之为“天

   



书”。这件母题取自东方传统的观念性装置作品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人们一方面关注

其作品，另方面注意到徐冰嫁接了“新潮”与“学院”，这种“退一步”式的改良形式

反而获得了前卫的效果。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新潮画家致力于将学院美术的语言修养与新潮美术的艺术观念

相结合的尝试，遂出现了一种新潮美术自身中的“改良主义”现象。尽管从外观看，似

乎其“革命”色彩不强烈，但这不激越的基调或许更能蕴含深刻而丰富的哲理。1989年

《中国现代艺术展》结束后，一些主要的新潮美术家仍在沿着这一趋势进行创作。严峻

的现实使他们更深邃地透视现实，也使他们的语言更为系统和完善。 

  结语：新潮美术的困惑 

  总之，1989年初，新潮美术在样式上和艺术观念上都呈现出更为多样的局面，《中

国现代艺术展》即是这一现象的集中展示。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精神内涵，架上绘画与

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诸种样式的强烈对比都表明新潮美术将中国的美术范围撑宽到了

极限。 

  新潮美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中国现代艺术的探索实验运动，不仅仅承担着艺术

革命的使命，同时也承受着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给予它的重负，这也是艺术家自

愿承负的历史使命。所以，新潮美术也集中了各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矛盾。有时这些矛盾

使它困惑，甚至无所适从。比如，在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关系方面，它既要尊重艺术

专科的自律性，又要关切这特定文化时空中的文化价值取向，但往往二者会发生冲撞，

冲撞的原因在于文化价值在一个专门学科中的确立往往要由整个文化系统来决定，而在

很多情况下，艺术家个体甚至专门学科自身也是无能为力的。然而，艺术家和专门学科

又必得承担改造全部文化系统的使命，否则系统也不会坐享其成。 

  其次，不论对艺术价值还是文化价值都应该有终极关切，不确立终极价值的信仰以

及对其坚持不懈地追求即不能完成现代艺术的建树。然而，艺术家又必须面对现实，正

视自身的生存状态，那么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的改善就是当务之急，而一旦艺术家投入改

造现实的工作中去，奔向终极价值的超然心态就显得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甚而荒唐可笑。

于是长期建树即被“急功近利”所取代。这种困惑、忧患和无可奈何也正是一个世纪来

中国知识分子所摆脱不了的命运。(原文发表时题目为《当代大陆新潮美术 ——新潮美

术在中国当代美术格局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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