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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绘画领域内的一种可悲现象

作者：刘苇  来源：成言艺术

  目前，在抽象绘画领域内有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存在，那就是不断地重复自己。 

  由于抽象艺术需要特殊的个人语符作为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式，以此来区别其他抽象

绘画的语言。艺术家在作品中熔铸自己的风格特征，不断加强它，构成一种特殊标记，

这是抽象艺术规约之所在。否则，他将毫无个性地淹没在各种色块或线条中。因为，抽

象绘画不同于具象绘画，抽象绘画摈弃了古典绘画中的客观对象，将艺术家的主观情绪

和特定观念作为绘画主体。抽象绘画剥离了具体形象后，风格就变得至关重要。画家将

目光转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投向“他者”。因而如何在自己的画作中突现个人徽记，

以创立完全区别于他人的艺术风格，成为抽象绘画创作的主要动力。但是，那些得到评

论家认可的抽象绘画语言和个人的表达方式，是否应该长期保留，并一成不变吗？ 

  我们知道，一个艺术家要确立自己风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经过长期探索和

千锤百炼的实验。一般而言，风格总是要等到艺术家相对成熟后才能确立。从创作心理

发生学角度考察，起先，艺术家被他个人心中原型所制约，当他意识到这种制约后会竭

力从表述中追寻一种通过来自内在与外在众多元素综合后产生的“理想的形式”，在经

过长期的努力并逐渐接近这一目标后，艺术家会逐步形成一种富有张力的内涵，标上个

人鲜明的印记。就是说，一个艺术家风格的确立是要建立在自我超越的基础上的。但有

些艺术家就这样躺在这第一次的超越上，“个人格局”一旦形成后就不愿再放弃这一拥

有权，丧失了进一步自我突破的可能性。 

  艺术家风格的创立，除了客观原因外，还与他个人特殊经历和心理特质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而这种双重的因素也会形成另一种双重性——既是形成他风格的内在根源，

也是禁囿他风格的牢笼，构成自我超越的障碍。这也就是艺术家超越自己总是要比超越

别人艰难得多的原因所在。而能否成功地再次超越自我，恰恰是区分大艺术家和小艺术

家的分水岭。被载入艺术史册上的艺术家们没有一个不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的，他们有

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建立在不断发展自身和否定自我的基础上的。 

  艺术创作总是在面临困境时才会有所突破。艺术史正是揭示了这一规律。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抽象艺术正是在提倡自我超越的前提下成为一种新艺术样式的。而如果一个

专门从事抽象绘画的艺术家根本没有不断超越的意识，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创作的困

境，而是如鱼得水似地沉迷于自己小天地，那他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大家。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看到目前的抽象绘画领域内有些艺术家沉迷在自造的语符中，

他们经过摸索和探寻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并经公众确认的语符后再也舍不得放弃，于

是固步自封、自我繁殖成为抽象艺术领域内的奇怪现象。一些抽象绘画艺术家数年如一

日地画着相似的图案，俨然将艺术变成了工艺，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批量复制本身

是有违艺术本质的。 

  上海曾是抽象艺术的发源地。抽象艺术为何能在上海生存发展，已有艺术评论家专

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言。无疑，抽象绘画在上海得到充分发展是与上海城市文化有着密

 

 热点文章

陈醉：人体模特儿与裸体艺术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张彦水墨山水写生的追求（图） 

当“中国君子”面对裸体艺术 

怎样看美术反映生活 

对中国画艺术发展的几点思考 

钟涵：写实油画问题提纲 

从社会学角度看上海“画家村” 

吴冠中的大美与不美 

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推荐文章

鸥洋：意象油画探索20年有.. 

王西京：美在对生活的自然和谐 

陈燮君：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 

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中的图像修.. 

身体与情色：九十年代以来中.. 

雕塑艺术与城市文化 

孙克在“何水法2002年福.. 

中国当代美术堕落的模式——.. 

中国绘画艺术创新与发展的思考 

油画的危机还是油画家的危机 

 



切关联的。但是，上海的边缘政治特性与强大的商业背景所形成的文化特征，也可能是

促使了部分抽象艺术不再具有它在西方诞生时的实验精神和创新性，它们经过上海特殊

土壤的移植，变得文雅、细碎和装饰化，沦为商业的附庸和艺术家自我迷醉的写照。然

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现象并未引起人们的警觉，艺术评论家也对这一现象表示某种

程度的沉默——至少是表面上的沉默。反思的缺席，默认此种现象的存在，这一状况本

身就值得深思。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影响的焦虑”——那种来自前辈大师的压力，但令我惊奇的

是，为什么对自己作品的复制就会丧失“影响的焦虑”的不安与压力呢？难道人们没有

意识到更大的“影响的焦虑”恰是来自自我的禁锢？也许，归根结蒂在于艺术家对外在

的认同过分珍视，在于没有强大而确定的自信力，在于缺乏严酷的自审能力，在于想像

力的丧失，在于害怕承担尝试与更新的风险——而艺术的根本恰恰就是要不断地尝试与

创新。 

  当然，这只是抽象绘画领域内存在的一小部分现象，我也把上述现象看作是艺术家

们正处于自我探询的中途阶段，还来不及全部挣脱缠绕自我的壳。此外，可喜的是，少

数敏感的艺术家已经开始展露出自我开拓的结果，申凡就是一例，2006年双年展上的灯

光装置《向黄宾虹致敬》使人耳目一新，他从原先的自我封闭式的“符咒”中跳了出

来。 

  （刘苇 作家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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