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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美术理论中的传统与现代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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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集中讨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美术理论（其实还包括美术史和批评）中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的一些主要观

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这一时期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涉及的内容很多。所以，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算

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研究提纲。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中，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开始于1985年的文化大讨论，人们把这场讨论命名为“文化热”。而从

历史情境的角度看，这一讨论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有关系。由于这一原因，关于传统与现代的

讨论，总是和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的看法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我认为，这也正是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变得复杂的原因

之一。

 

一、 对立与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考察美术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几乎是所有参与这一问题讨论的人所持的

基本立场。差异仅在于不同的学者对传统是什么，现代是什么的回答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如下的概念和范畴在

不同的层次上，都与美术中的传统的含义相关联：农业文明、乡土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人治、古代中国、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中的宗法观念和等级制度、保守的、延续的……与其相关联的传统艺术形态

是古代中国美术中的文人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与传统形成对立的现代，则是由如下一些概念和范畴来表达的：

工业和后工业文明、现代西方、都市社会与文化、民主政治、法治和公民社会、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理性与科学、

人的异化、反现代化和反资本主义、激进的、开拓的……与这些现代观念相关的美术的代表就是西方的现代主义美

术，即印象派主义及之后的西方美术。毫无疑问，从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立场考察传统与现代的含义，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和阐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便是那些反对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思维方法的人，也难于逃脱这一几乎是被自然

化的思维定势。 

二、中国与西方 

    如果我在上面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各种说法的概括是准确的，那么在美术理论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另一

个方面就是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的对立。古代中国及其美术，之所以成为传统的，不仅是说它是过去的，而且还是

因为它是在现代西方这一参照系下被定性的。其实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在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之前，中国

内部虽然有古与今的论争，但无现代与传统的讨论，因为现代代表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和

艺术观念等。所以，在原型的意义上，现代与西方总是纠缠在一起也就是很自然的。也正是由于现代西方与古代中

国的关系，是作为现代与传统的潜在意义而发挥作用的，这就使三十年来美术理论中关于现代与传统的性质及其关

系的认识，特别是对它们进行价值判断时，人们的立场和态度，才表现得非常的复杂和矛盾。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中西比较成为一门显学。在美术理论中，人们喜欢在中

国传统文人画与西方古典写实之间寻找差异和对立，在文人画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看到某些类似，后者在一定意义

上也影响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 

三、 优劣之辨 

    在现代与传统谁优谁劣的价值判断问题上，集中反映了三十年来美术理论界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在抽象

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人，都认为传统和现代一样的优秀，也一样的有问题，但一

进入具体的语境，人们在不同的动机驱使下而不得不做出选择，从而用一方来反对或贬低另一方，并且更为复杂的

情况是在不同的语境和场合中，同一个人还可能会自我矛盾，自己反对自己。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术理论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用现代来反传统。在反传统派中，年轻艺术家和批评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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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绝大多数。1985年李小山发表的《中国画之我见》，朱青生的“反传统就是最好的继承传统”的观点，都是这

一类倾向的代表。在李小山那里，反传统的基本假定是：一方面中国传统绘画已完美无缺，无需发展，这意味着任

何向现代的发展和变革，任何对传统绘画的修修补补都是对它的完美性的破坏；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已经来临，它

需要新的艺术与其匹配，而根植于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艺术，无法适应其要求，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放进博物

馆，作为一个画种保留起来。在李小山那里，中国传统绘画的劣势不是艺术的而是文化和社会的。从某种意义上

说，李小山反传统的立场，在当时许多年轻艺术家和批评家中很具有代表性，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美术不仅不适

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并且还阻碍现代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艺术对艺术家主体性的重视，

对艺术独立的推崇，对原创性和个性的强调，对社会的反抗和批判，都是中国传统艺术所缺失的。正是基于现代比

传统更先进、更合理、更有价值的认识，使他们认为必须反传统，并希望用现代文化和艺术取而代之。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许多中青年艺术家和批评家看来，反传统，特别是反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传统，不仅是一种文化选

择，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阶段中，用现代阐释传统，是重视传统的人和崇尚现代的人所共同喜爱的一种方式，但又各有不同的动

机和目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用西方的哲学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中儒、道、释（主要是禅）的意义，不

仅影响了青年美术家们的现代艺术创作，也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如曾被认为是消极出世的老庄哲学

及其相关的文人画，成了一种反对异化，追求审美自由的美学和艺术；“天人合一”的儒家观念，则变成了一种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观念。 

    在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阐释中国传统艺术中，有一种观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人

画，因注重笔墨语言的独立审美价值，与西方现代艺术对艺术形式自律性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进而认为中国传统

文人画，在现代的意义上，比之西方还要早几百年。在这一表述中，明显流露出中国传统艺术比西方现代艺术优越

的思想。 

四、融合 

    在三十年来的美术理中，最具广泛性、亲和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莫过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理论和观点（其中

自然也就包括中西融合论），一些美术史家如薛永年、郎绍君等，都以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二

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画中的艺术类型和艺术发展给予分类、描述和阐释，既使是那些最反传统的艺术家，也不反对传

统与现代的融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很少追问如下问题：如果说现代与传统的融

合所依赖的前提条件是中西文化的可融合性，那么它们两者之间，真的会如水乳那样是可以融合的吗？退一步说，

如果它们真的是可以融合的，那么这种融合的真正含义是用什么？在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中，是否有一种体与用、方

法与材料的不对称性呢？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他者的眼光-----当代艺术中的西方主义》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

行过思考，但遗憾的是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 

五、悖论 

    从三十年来美术理论中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观点看，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的立场、态度和理论都是充满矛盾

的。这集中体现在：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看，人们在美术创作中推崇现代，并认为传统只有获得了现代的意义才是

有价值的；而从文化身份的角度看，由于现代在本源上来自西方，这样，人们同样无法忍受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的现代艺术形态。在这种类似辩证、全面和中庸的态度中，不仅反映了我们的困境，同时也掩盖了我们自己真正的

动机和目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每一种关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传统

与现代的关系中，人们更看重的是现代一方。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绝大部分维护传统的理论家，在评价中国

近现代以来的艺术和艺术家时，同样认为现代或现代性是最重要的。这就说明，现代或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讨论

中国近现代艺术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现实也意味着，需要用现代和现代性为其提供合法依据和价值来源的传统，

其实正沿着我们希望的相反方向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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