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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抽象艺术的未来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抽象艺术便被介绍到中国了，徐悲鸿与徐志摩的“二徐”之争

就是对于中国美术是否应该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而争论，这时的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

中已经包括了抽象主义和与之相关的表现主义等流派。虽然三十年代上海等地许多艺术家关注

和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但是抽象艺术并未得到特别的重视，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

局势就更不利于抽象艺术的发展了。 

      建国后的美术基调是以徐悲鸿提倡的法国学院派结合了苏联的教育模式而制定的以写实为

主，吸收中国传统的写意风格为辅的美术政策所决定的。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艺术家大

多数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起炉灶。直至“文革”后西方文艺思潮及作品再次波及中国。以抽

象表现主义为主的新一轮的冲击使中国一些艺术家选择了抽象艺术的创作道路。但是新时期的

中国抽象艺术体系并未构建起来，虽然从事抽象艺术的艺术家人数日多，但是抽象艺术始终未

曾成为中国艺术的主流，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那么，中国抽象艺术的未来是什么样

的，能否建立自己的体系，跻身于中国主流艺术呢？ 

一、 中国艺术周期论 

      艺术风格具有周期性的侧重的讨论同样是一个热门话题，西方有相关的论断，中国同样有

相关的说法，笔者通过艺术史的资料分析确认艺术发展变化是有其周期性变化的，但是中国和

西方的周期并不一致，其变化区间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地域、民族、政治、经济和文

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有关。艺术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进行

发展。 

      中国的艺术周期是可以这样描述的：中国艺术是意象艺术为主的艺术，但是有时更偏重于

具象，而相临的上下两个时期则是更侧重于抽象，绝对的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在中国文化自身

的土壤中不会培植出来，其原因是由于这个民族的温和性和文化上信奉的“中道”观念所造成

的。具体的论证另有专文论述，这里只是谈及其文化背景对于抽象艺术难以构成中国体系的原

因。艺术风格的变革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影响下作加速度的变动的。 

      中国古代艺术中虽然有抽象特色的彩陶纹样、青铜器纹样和其它工艺美术中的抽象装饰图

案，但是从其命名到其文化解读都是从具体事物推导出的规范性的约定俗成，而非艺术家的独

特图式。其只能算作是意象艺术偏重于抽象特征的表现，而不能当作是抽象艺术的根源，诚然

我们不否认其对于后世抽象艺术而言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抽象纹样的解读具有唯一性，尽管有

些意思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失意了，然而却并不具有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密码，分析也不是个体上

的差异性，其表现的仍是审美上的真实性。 

      原始艺术中具象和抽象两种艺术形式的萌芽在中国同样存在，而在其后的历史中并未发展

完善，这和中国重融合，轻分析，重中道，轻偏执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天人合一”观念作

为中国文化的根基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天人合一”强调了三层关系，这三层关系都是强调

和谐，途径是“不偏不倚，取其中道”。人自身的和谐包括内心的和、外在服饰礼仪的和以及

内外之和，儒家的“修身”观念、道家的自然观以及佛教的“无我执”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是第二层，这也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强调的“齐家、治

国、平天下”最为典型，最为深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道家提倡的“道法自然”为经典论

断。“我与自然合一”的思想不仅最为道家重视，中国其他学派也把其奉为文化基础之一，其

实现的途径是“中庸之道”，或称“中道”，以及俗称的“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等，中

国化的佛教也是选择文化基础相关的“中观”理论，强调在“非无非有、亦无亦有”中破除

“我执”达到顿悟。 

      中国的艺术发展史可以简单的描述如下：原始艺术是意象、具象、抽象三种艺术形式都处

 



于萌芽状态，根据地区差别，各有侧重。最终以意象艺术为主，其它两种艺术形式变为附庸得

到抑制。先秦的艺术以偏重抽象特征的意象艺术为主是与敬神重巫的风俗有关的，经过“礼崩

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武力，选择了偏重写实的具象风格的意象

艺术，才有了规模壮大的兵马俑。这种风格持续到汉武帝时期，由于神学化的儒学成为“官

学”，所以艺术风气为之一转，转为偏重抽象的意象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大量佛

教造像出现，带动艺术繁荣，此时的艺术受外来风格影响，虽然注重形象写实，但是强调写实

的目的是为了传神，总之是偏重具象的意象艺术占了主流。隋唐时期强调形神并重，艺术风格

多样，意象艺术本身得到极大的发展，盛唐之前注重具象，中唐之后则开始偏重抽象。五代时

期，西蜀和南唐都出现了画院，服务于宫廷的画院重具象的意象艺术，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

这与政治干预艺术有关。但是就画坛上的主流而言，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兴盛也刺激了偏重抽象

的意象艺术的发展。五代以来直至宋神宗时期，绘画的图式化倾向已经出现，这便有利于抽象

化的意象艺术成为主流，文人士大夫的画论强调艺术家内在精神的表达更是从舆论上颠覆具象

化的意象艺术的权威。尽管延至南宋中期才使抽象化的意象艺术成为主流，但是也不能忽视北

宋画论的重要性，同时这和理学的兴盛也不无关系。元代仕途道路被阻致使文人阶层自觉于朝

廷，就如赵孟頫等人位至高官，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元人的绘画强调艺术家的个人情

感，总体而言是偏重抽象的意象艺术。明初强调学宋人，又强调写生，所以艺术风格又转为重

具象，吴门画派兴起之后，画风又为之一转。晚明心学兴盛，画坛更是以偏重抽象的意象艺术

为尊。清初“四王”、“四僧”并存，虽然其艺术风格和艺术主张各有不同，但是都与董其昌

的图式化理论有关，“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注重内心表现的目的，这一时期仍

然延续注重抽象的意象艺术。清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艺术发展受到外来力量的

冲击，艺术选择更多的受到政治等方面影响，实验性的艺术改革开始出现。西方不同的艺术流

派和艺术主张冲进中国，使中国的艺术流派与其交流，产生新的争论。但是战争的需要最终使

艺术走向偏重写实的意象艺术，并进一步颠覆了中国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使意象艺术让位于

具象艺术，这不仅与政治需要有关，更与文化变革有关。随着外力的减弱，艺术回归到其自身

发展的道路上来，中国仍然是意象为主的艺术模式。那么写实的具象艺术衰弱之后同样外来的

抽象艺术能否成为主流呢？如果没有政治等外力的影响在笔者看来是不可能的。 

二、 冲击后的选择 

      西方的海洋文明传统强调其文化是注重分析的，探求极至的唯一真理的；东方的大陆文明

传统则是强调文化的综合性，直觉感悟是契合真理最好的途径。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

的。抽象艺术在西方产生是有其文化背景的。注重写实的具象主义传统的西方艺术同样是在受

到东方艺术的影响之后才开始新的探求的，但是文化的差异只能是让西方艺术选择契合自己文

化根基的艺术模式。从巴洛克艺术和罗可可艺术中幻想的东方风格到后印象主义凡高、高更和

塞尚等人对于东方绘画的学习和描绘，最终便是导致了否定一切形象的抽象主义的出现。 

      抽象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流派产生于二十世纪初，也被称为“抽象派”、“抽象主义”、

“无对象艺术”等名号，主要表现在绘画、雕塑领域，代表人物有俄国的康定斯基、马列维奇

和荷兰的蒙德里安等。他们认为艺术是一个“自为自的领域，只被自身的和作用于自身的规律

统治着”，作为内心感受最合适的表现形式是“无物象”的。形式因素是独立的存在，它只有

自身的价值。艺术表达“精神的现实”，“更高级的现实”。美术犹如音乐，色彩和其他造型

手段犹如音响。音乐传达的情绪是抽象的，绘画传达的情绪也是抽象的。抽象派分为两大支

流，一只理智的抽象或逻辑的抽象，又称“冷”抽象，一为情感的抽象，又称“热”抽象。前

者多通过几何形体来表现，后者不假思索地用情感作画，用色彩、线条、构图等来直接抒发感

情。抽象艺术热衷于在抽象的世界中寻找灵感和创造力，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抽象美，艺术只

能表达感情和情绪，而内容则退居其次。抽象艺术与表现主义、至上主义、构成主义、风格派

等流派有着暧昧的关系，这些流派某种层面上都可以看作是抽象艺术的分支，其艺术创作以抽

象风格为主，其领军人物的身份也说明了这一点。 

      抽象艺术在二战时期的代表是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不仅

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流行于美国画坛，并使美国现代艺术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代

表。抽象表现主义继承了凡高以来的艺术追求抽象化、直接化、自动化和表现潜意识的自我等

方面的探索。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波洛克、克莱因、库宁和罗斯科等。 

      抽象表现主义表现了二战后美国的精神状态，昂扬的精神表象之后是知识界在高度工业化

社会中的某些狂躁、忧虑和焦灼不安的情绪。继抽象表现主义之后产生的“后绘画性抽象”在

六十年代成为一种艺术思潮。这群画家对抽象表现主义以笔触、色彩和肌理效果来表现主观感

情表示反对，主张以清晰明确的抽象形式（轮廓明显的抽象形状，平整光滑的大色面）取而代

之。这种新抽象的艺术形式又被称为“色面绘画”、“硬边抽象”，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被称

为“极少派”的抽象主义。在抽象表现主义这种绘画性抽象思潮之后出现的新几何抽象形式，

说明美国艺术从强调主观情感转变为侧重于客观表现。 



      抽象艺术两次冲击中国画坛，包含抽象艺术的西方现代派艺术和写实的学院派艺术各有其

特点，历史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最终选择写实的具象艺术只是写实艺术更符合当时中国政治局

势的需要。第一波冲击时的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的抗争时期，从天朝大国梦中醒来后发现自己

已经是危机四伏，如何改变却并不清楚，所以是以一种卑微的心态来学习的。只是在选择上不

知道到底应该拿来什么，艺术改革上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抗战的枪声打破了争论，写实的实用

性使其颇受欢迎，以至于建国后成为中国艺术的主流，并且在特殊时期把其他艺术形式排除在

外。 

      或者说“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并非写实的，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农民画虽然有诸多中国乡

土审美的因素，但是其目的是达到某种写实性的效果，至于水平问题最终并未实现完全写实，

这是过程中的必然。情节上的荒诞在整个混乱的世界是合理的，进而也可以看作情节是理想中

的合理的。学院派的艺术家尽管许多被流放到牛棚，但是却时不时的被揪出来画宣传画或教

“清白子弟”画画，所以美术院校停办并不意味着写实的标准被打破。 

      “文革”后的第二波冲击从学统上而言是延续三十年代的学习。“文革”后的国门再次打

开，西方的文艺思潮和作品图册涌进中国，中国的艺术家在“高大全、红光亮”的创作模式中

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一时不知所措。学习、学习、再学习，不同的艺术

家在诸多尝试中寻找自己的信仰，其心态仍然是带有反叛本土固有艺术的味道的。抽象艺术再

次被许多艺术家选择，由于它更为纯粹的艺术形式在反抗“文革”美术中的弱势，尽管诸多人

尝试，但是其在纯艺术领域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 反叛王者 

      中国艺术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尽管学院派仍然是以徐悲鸿制定的教育模式进行强化教育，

但是艺术家们已经在西方文艺思潮和作品的冲击下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了。选择西方一个艺术

家或一个艺术流派进行模仿学习的有之，向中国传统艺术中探索回归的也有，总之写实主义不

能一统天下了。 

       “文革”结束后的“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主义”仍然是在写实的标准下进行的创作。

1979年至1983年期间出现了绘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和形式美问题的讨论。导火索是1979年
5月《美术》杂志发表的吴冠中的文章《绘画的形式美》。这篇带有随笔式的文章明确提出了

绘画应该大胆去追求形式的主张，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期，对于艺术创作是有思想启蒙的作

用的。吴冠中在文章中强调风格是可贵的，但也提到为风格所束缚而不敢创造新境是难以克服

的问题。文章在美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在这篇几乎没有什么理论色彩的文章中，作者对绘画的

形式、抽象、美感和内容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引发美术界的大讨论，促使艺术创作出现转

折，这是前所未有的。进而吴冠中等一批艺术家在创作上也开始了对油画语言纯化的尝试。但

是走上抽象道路的却是少数，这与其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 

      随着油画创作的日益繁荣，“油画民族化”的问题继1950年代的讨论后在1979年又重新

被抛出来。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与其说是脱离了政治的控制而达到了创作的自由，还

不如说是政治外在控制的消失使中国油画向两个方向发展，“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主义”

的出现是政治对美术的惯性影响在此时中国油画创作中的证明。选择的表达形式也是仍然遵循

写实主义原则。“形式美”和“油画民族化”的讨论则使中国艺术创作的自主意识在激辩中彰

显出来。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主要是在意识形态的冲击下有个体独立性的倾向。 

      1985年前后，大批美术界的青年在全国各地组建了上百个现代艺术群体，这是本土艺术

家遭遇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冲击后针对本土艺术的反思。创作出现了新的主题，大多与

生命、主体意识、理性以及人类生存状况有关。“个性意识”和“现代意识”是艺术家们强调

的主要方面，这也是中国当代油画走向真正独立的契机。1985年的“黄山会议”和“前进中

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更是将中国美术的“观念更新”推到高峰，重视表达艺术家内心情感

和认识世界的观念与手段成为油画创作的前提。 

      `85美术新潮运动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艺术的影响和冲击下出现的。同

时期，《中国美术报》和《美术思潮》杂志相继问世，为批评家、艺术家提供了新的舞台。

《中国美术报》在这一时期推出了大量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反映了艺术家的思想观和艺术倾

向。《美术》和《江苏画刊》同年改版也推动了“新潮美术”运动。主要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理

论文章的《世界美术》和《美术译丛》对于提高批评家、艺术家的理论水平和扩大其视野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为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变革和突破提供理论的铺垫和疏导。`85新潮使油画创作

这一小片艺术天地出现如此数量、如此水平的作品是难以想象的，那些接受了美术学院训练，

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更多的采取了较为抽象化和概念化的方式，这一时

期的艺术家人人都像是思想家、哲学家。现象的再现与人的存在的思考使他们的创作出现一个

高峰。 



      “理性绘画”与“生命之流”构成了`85美术新潮运动时期中国艺术的主要特征。“理性

绘画”艺术家强调自己的作品是负载他们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识的载体，特别是对社会、对人生

和对文化的关注，这导致了他们关注自己的思想甚至超过了关注他们作品的表现形式。以王广

义、舒群和任戬为代表的“北方艺术群体”在`85美术新潮运动时期的绘画都有明显的理论色

彩。其实，这般理性之风起始于“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生命之流”是与“理性

绘画”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种绘画，艺术家们作品不强调理性，他们更注重生命的体验，他们试

图通过体验人的深层结构的存在而感知生命的实在性。总体而言，“生命之流”的艺术家与

“理性绘画”的艺术家在艺术本体观念上是相同的。他们关注的都是以“人性”、“生命”等

哲学本体问题。都将绘画作为自己表现思想的载体。这两种绘画潮流在1985年到1986年间是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主流。 

      1989年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大阅兵。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又称

“现代艺术回顾展”）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186位新潮艺术家的数百件代表作。《中国美术

报》报道中写道：“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的1楼东厅、2楼和3楼的全部展厅举行，总面积为

2200平方米……一、把装置、行为和波普艺术放在第一展厅，是想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去冲

击已往艺术样式给观众的审美惰性。二、2楼中厅强调一种宗教式的崇高气氛。无论在冷静的

沉思中，还是在绝望的煎熬中，都执著着某种信仰的心态。这是1985年一直存在的思潮。

三、把关注荒诞、理性的倾向集中于一厅，强调‘冷’。四、2楼特别强调‘热’。无论是对

痛苦的发泄，还是流恋生活的温情，情感表现是最突出的特点。五、反`85新潮的势头日盛，

以纯化语言最具代表性。包括对水墨语言的探求，都放在3楼。” 1这次新潮美术的大聚会在
枪声中为中国新潮美术拉上了幕布。 

      1989年以后，中国现代艺术走向沉寂，这又是政治影响艺术的明证。直至1992年邓小平

南巡之后，中国的艺术又出现新的转机，“后`89中国新艺术”的口号被提出来，这一时期出

现了一批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作品。在欧美各国和港台地区的巡回展览中，“后`89中国新

艺术”完全以纯粹的另一姿态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并以“中国图象”和“中国话语”在国际

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中国艺术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的主要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

义”两大艺术潮流。 

      “艳俗艺术”继“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之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又一潮流。作

为一种艺术现象流行的“艳俗艺术”是在1996年5月北京举办“大众样板”和“艳俗生活”这

两个展览之后在中国流行的。这是1990年代嫁接之后的西方当代艺术出现的“中国意味”。 

“艳俗艺术”是艺术家对1990年代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所做出

的直接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与西方走的相同的道路。 

      1990年代中后期，继新生代之后对当代城市生活和现状做出不同反映的新一代艺术家被

称之为“后生代”，他们与“艳俗艺术”潮流艺术家几乎同时起步。他们看待现实与社会的方

式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他们没有沉重的包袱和责任感，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自己和大

众之间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与此同时响叮当、梁剑斌、田流沙、江衡等人又被黄一瀚称作

“卡通一代”，虽然“后生代”不都是从事“卡通一代”的创作，但是由于他们在利用商业文

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时有着相似的选择，即以虚拟未来的特点来表达他们的关注与思考。

用“卡通一代”来定位是有严重偏差的，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更注重艺术家个人的生活的

展现和独特的表现语言，却并不是都与卡通扯的上干系。 

      前面罗列了许多上个世纪出现的艺术流派，只是为了说明尽管学院派的教育仍然是从结构

造型、具象写实、情节叙事的过程中维护学院艺术教育的合法化，但是艺术主流已经是几朝天

子几朝臣了。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不同的“图象式”的艺术主流并没有接纳抽象艺术，尽管

在反叛具象写实的王者地位时抽象艺术是不遗余力的。抽象艺术在新时期再次涌进中国，其信

奉者并未使其在形成中国系统。新潮时期，抽象艺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存在于主流或非主流的

艺术中，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意象模式的再次兴起使抽象艺术完全是介于具象写实和意象图式

之外的“他者”。 

四、 改变边缘化的地位 

      抽象艺术的边缘化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外在环境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其自身的特点导致的。抽象艺术无论是强调形体的“冷”还是强调色彩的“热”都是把艺术

家的主体性放在第一位的。一件艺术作品公布之后便要交给三大评价系统进行评价，普通观

众、学术界和艺术市场。三个评价系统之间是密切联系的，既有其内在规律又有外在的人为因

素的影响。三者之间的顺序并无固定的要求，但是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只是采用一种叙述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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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艺术作品出现以后如果受到观众的关注，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必然会引起批评

家的学术评价，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而引导市场选择，市场的利益驱逐又引导观众新一轮的

关注。这样的情况是在艺术体制健全的环境中产生的，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合理

的艺术机制。观众审美能力的受限、审美标准的单一化、批评家的不独立身份、浮夸的艺术市

场、艺术法律的缺失和媒体的局限性等各种问题制约了中国艺术体制的自我完善。经济因素和

政治因素仍然尽可能大的左右了中国的艺术发展。 

      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抽象艺术中国化的形成，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坚守自己的艺术道

路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注重艺术家主体的抽象艺术在没有获得观众理解和关注的前提下成为

艺术主流是不可能的。那么，抽象艺术在中国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就看似合理了，但是是真正的

合理吗？一个人的审美习惯是训练出来的，中国单一的“科学求真”教育模式制约了普通人的

审美发展，具象标准成为唯一标准，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意象作品之所以能够冲破这种束缚

是由于民族审美心理的同化以及文化背景的复苏，抽象艺术的作品就欠缺了它的强烈的后盾支

持。中国原有艺术土壤并没有特意的为抽象艺术提供什么养料，构建中国抽象艺术体系仍然有

待于新的因素出现。 

      进入二十一世纪艺术界受文学界的影响，以某种风格界定一代人的艺术选择的风气兴起，

什么“卡通一代”、“果冻时代”的提法出现，这种界定完全是人为的操作因素起作用。不仅

身处这个时代内的年轻人反对这一提法，一些意见不同的批评家也介入到讨论中来。“符号化

的抽象”作为一种艺术风格被提出来。无论是丑化的图象还是美化的图象甚至是妖魔化的图

象，它们都是包含了一定叙事性的意象艺术，尽管它们在反抗具象写实的主流中表现出极大的

生命力，但是当这种或那种图象成为市场价格的符号时，艺术自身的价值便被消解了。 

      反对“图象式”艺术的新一轮战斗中是否又要抬出具象写实艺术呢？首先，具象写实艺术

始终存在，只不过是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其战斗力是不足的；其次，在艺术自身规律日益加

重其作用的时候，意象艺术的主流位置会日益巩固。那么，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反抗“图象式”

艺术的只有意象艺术本身。“图象式”艺术是偏重具象化的意象艺术，下一轮出现的应该是侧

重抽象化的意象艺术。抽象艺术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扮演重要角色。 

      就抽象艺术自身而言，形成自己的体系至关重要。那么，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准备这样的条

件呢？有的。首先，抽象艺术已经在实用艺术领域，即在建筑设计、服装设计、包装设计等各

方面已经大量应用，并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其次，从事纯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在经历了长时间的

摸索之后，开始把东方思维融入到抽象艺术的创作中，并有一定的成效。再次，部分批评家已

经在努力构建中国抽象艺术的批评体系。同时，抽象艺术作品在艺术市场中也得到一定的认

可。所以中国抽象艺术走向成熟不是神话，但是就时间上而言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至少要

五十年。那么抽象艺术能否成为中国艺术未来的王者？笔者认为是不可能的。抽象艺术和具象

艺术、意象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可能会成为三足鼎立，如果没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仍然是以

意象艺术为主，风格的变化只是更为偏重具象或抽象而已。 

结    论 

      格林伯格认为抽象艺术不仅是一种精英化的艺术，而且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最高阶段，笔者

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无论哪种艺术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存在优劣之分。新时期的中国抽象艺

术虽然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在美学追求和艺术实践等方面都有诸多的成绩，但是中国抽象艺术

从学理上而言并未形成系统，其是从属于各个艺术时期的。中国的抽象艺术在未来能够建立起

自己的体系，但是仍然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大概五十年。抽象艺术不会成为中国艺术的主

流，而是可以和意象艺术、具象艺术形成三足鼎立的模式，并在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之下以意

象为主，回归到中国艺术既定的周期循环中。 

1《中国美术报》，1989年第6期；转引自杨建滨 祝斌：《艺术展览二十年》，湖南美术出版
社，2002年10月，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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