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首页 新闻 专题 研究 档案 年会 论文 自述·访谈 期刊 书吧 本案 视频 博客

       热门批评话题：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  青年批评家论坛  第四届成都双年展  

 

您当前所在位置：首页 > 研究 > 理论研究

关于中国当代抽象的若干问题
 

2010-1-4 12:16:54 作者：李旭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专稿  人气指数：43 字号：【大 中 小】  

注明：未经本站允许，请勿转载！

摘要：关于抽象的探讨在近两年升温是无庸置疑的好事，这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唯意识形态论”在中国当代艺术价值判

断方面的式微，进而呈现出多元价值观建立的可能。现在的抽象艺术活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对抽象的关注不是太过而是不

足。据我所知，当今许多优秀的抽象艺术家还没有在象样的空间举办过个人展览，许多人也没有印制过个人作品图录，即使有

了图录，也很少有象样的评论文章……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评论家和策展人们应该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优秀艺术家个案的研究

和推广上，其次是高质量学术主题下的集结。只有这样，“中国抽象”的概念才可能具备更加坚实的、充分具备说服力的学术

基础。

    抽象艺术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一直是命途多舛的，由于现代史上充满着战争和动乱，这种主张艺术独立的创作倾

向就难免被一次次地批判、扼杀和压制。在当代艺术蓬勃起步的年代里，激进势力把抽象当成已经过时的陈年旧

货，而保守势力则认为抽象是西方腐朽文化的糟粕，在媒体对抽象置之不理，市场对抽象缺乏兴趣的前提下，中国

大陆的抽象艺术家们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时光，默默地坚守着自身的理想，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在艺术市场日渐繁

荣的今天，他们终于看到了熹微的曙色。 

    近十几年来，作为评论家和策展人，我一直关注和推动着抽象艺术在中国大陆的发展，以一系列学术展览为载

体，抽象艺术作为一个日渐醒目的学术现象开始进入整个当代艺术界的视野。1994年，丁乙个展在上海美术馆开

幕。1997年，“无形的存在——上海抽象艺术展”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开幕。1999年，曲丰国的抽象作品在刘海粟

美术馆举办的“上海青年美术大展”上获最高奖。2001年，“形而上——上海抽象艺术展”在上海美术馆创办，先

后在2002、2003和2005年共举办四届。2007年，“线——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展”在上海苏河艺术中心推出……在组

织和参与这些学术活动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众多优秀的艺术家、理论家和策展人，也看到了大量令人激动的作品。

十几年来，媒体和艺术爱好者们对抽象艺术的关注从无到有，抽象艺术家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群体也开始浮出

水面，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抽象艺术展览和研讨活动近年来开始频繁举办，栗宪庭、高名潞、黄专、殷双喜等

著名批评家和策展人也开始涉足抽象领域，不断提升着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学术性和关注度。 

    在这样的氛围下，艺术市场开始关注抽象，上海和北京先后出现了主营抽象艺术的画廊，部分拍卖公司也开始

推出抽象专题，抽象艺术家们有了越来越多的签约机会，国内藏家也开始收购抽象艺术。海外从事抽象创作的艺术

家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纷纷回国活动，使得向来被冷落的抽象艺术重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与此同时，大量的问题也开始从各个方向涌现出来，抽象艺术一时间的热闹让许多当事人与旁观者变得相当乐

观，不少原本从事具象创作的艺术家开始对抽象跃跃欲试，一些具象艺术的展览尽量把名称往抽象上面靠，许多宾

馆酒楼装饰画水准的作品也开始打着抽象艺术的旗号粉墨登场了。 

    尽管局势似乎很乐观，我在平日与艺术界同仁的探讨中，以及面对媒体采访时，仍然经常会碰到一系列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相当类似，现就国内当代抽象艺术的现状将我的个人思考陈述如下。 

抽象是不是过时了？ 

    “抽象”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能力之一，这样的能力使人类具备了自我意识，语言和文字的产生也是依赖于抽象

能力的。“抽象”是视觉艺术最基本的“语法”之一，不是什么“先进”或“落后”的“流派”，视觉艺术不是科

学，因而也不能根据进化论的原则来断定哪种类型是否过时。说抽象艺术过时的人，也一定认为新旧艺术是不断淘

汰的，这是达尔文式的思维，根本不适用于艺术。 

    抽象，是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有些主题可能适合用写实或表现的方式来表达，有些可能只适合抽象。抽象艺

术，有些象文学中的现代诗歌、音乐中的爵士乐或者舞蹈中的现代芭蕾，是随时代不断演进、生长的一个视觉艺术

类型。 

中国有没有抽象艺术传统？ 

    中国古代艺术史中，原本是没有抽象艺术传统的，但中国传统艺术中存在着对于抽象美感的欣赏传统。 

    这种特殊的审美行为、心理和文字记载很多，比如书法中的草书、园林里的太湖石、家具上镶嵌的大理石以及

传统戏曲布景极端简约的风格……就是很好的例证。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对抽象美的欣赏都是建立在具象审美基

础上的，那些书法笔画、太湖石、大理石等“抽象”形式的美感，或多或少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也就是说，这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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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模式是象征主义的，与抽象主义无关。那种对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的简化和提炼，与其说是“抽象”，还不如说

是“暗示”和“象征”。但是，《道德经》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唯

道集虚”等论述，又充分表达出中国式审美崇尚简约、概括、象征、隐喻甚至虚幻的倾向，也奠定了传统抽象审美

的心理基础。 

“抽象”和“意象”有什么关系？ 

    近年来以“意象”为主题的展览不少，有些展览中兼有具象和抽象的展品。其实，这一类型的审美取向正是中

国古代抽象审美趣味的某种延续。按照齐白石“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的观点，“似与不似之间”得以成为

“意象”的最佳选择。“意象”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手法，把现实物象加以提炼概括后，用类似传统水墨

中的“写意”手段重新呈现着现实。吴冠中先生本来画过一些比较抽象的作品，但他仍然坚持用具象的题目去命

名，他一再强调的“风筝不断线”，正是“意象”艺术的灵魂所在。但“意象”与“抽象”仍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

别，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图式语言所构成的创作动机，抽象艺术并不是仅仅以简约概括的手段反映现实世界的一面

镜子，抽象艺术家们所要营造的，是与现实世界平行存在的精神空间。 

当代中国的抽象艺术是否存在“南北宗”？ 

    无论从艺术家人数和活动规模上看，上海在全国抽象艺术的发展与建设上都具有无庸置疑的先发优势。近几年

来，北京艺术圈中对抽象的关注持续升温，从事抽象创作的艺术家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京沪艺术家之间对于抽象

的看法开始出现不同意见，于是便有抽象“南北宗”的论点提出。 

    上海地区的抽象向来以“冷抽象”为主体，注重画面语言和制作技巧方面的锤炼，有着精致化和装饰化的倾

向。而北京地区的抽象则以“热抽象”为主体，比较强调观念和情感方面的因素，更加注重作品总体的强度和张

力。其实，以地域来进行分类是不明智的，因为每个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与他人全然不同的创作理念，从

当下发展趋势来看，上述的地域差别也必然是暂时性的，终将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失。 

抽象会成为当代艺术新的主流吗？ 

    不可能，但抽象艺术将永远是比较重要的支流。如果花上一点时间重新温习一下艺术史，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

要的事实——抽象艺术的出现使视觉艺术彻底摆脱了为记录现实而存在的命运，是实现艺术自我表达权利里程碑式

的胜利，是真正的“为艺术而艺术”。抽象，是现、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环节，没有抽象艺术所奠定的理论基础，

所有观念艺术创作的合理性也都将不复存在。 

    近二十年来，在各种国际大展上，尽管绘画和雕塑逐步让位，装置和影像已然成为主角，但新世纪以来欧美艺

术界对于新抽象的探索已经悄然复苏，作为人类形而上精神需求象征的抽象艺术一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必将

在视觉领域的学术高端占据应有席位。 

抽象艺术是否会成为市场的新热点？ 

    这是一个最近一两年来相当热门的话题，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应该去各国广泛走访一下。在艺术市场

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经营抽象艺术的画廊始终是有一定比例的，而中国大陆目前离这个比例还有很大差距。 

    当下的都市建设模式正日趋国际化，各种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设计倾向也日趋简洁，抽象化的艺术品在这样

的现状下占有重要视觉地位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是都市化时代的整体生活环境所引发的客观视觉需求。另外，

艺术市场的持续发展需要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一种类型的作品销售水涨船高而渐呈疲态之后，尽快寻求新的赢利

点和增值空间将是整个市场的共同方向。抽象，有可能成为新热点，但不可能太热，因为对这一类型作品的欣赏和

收藏，是需要知识储备的，也就是说，一般的经营者和买家对抽象是没有足够判断力的。 

是否有必要强调“中国抽象”这个概念？ 

    假如有那么一天，来自中国的抽象艺术得到了国际艺术界的广泛认可，中国当代艺术才真正算是在国际上取得

了学术成功，而不是异国情调式的商业成功。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写实验诗歌的诗人和颁给写文革题材的小

说家就很不一样，前者的嘉奖目的是纯粹的文学，后者的目的则多少跟政治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何时能够跳出意识

形态的圈子呢？毕竟，美国最好的艺术家绝对不是靠表现总统和白宫的题材出名的。如果所谓的“中国抽象”只是

复制西方抽象，这样的结果就只能说明殖民文化在远东的又一次胜利而已。 

    “中国抽象”是两条河流交汇的结果，其中的一条是中国古代的抽象审美传统，另一条是西方抽象所提供的形

式可能。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准抽象”遗产非常丰富，今天的艺术家们在对这些遗产的学习和传承中正不断获得文

化自信，这种努力的结果正在对“中国抽象”概念的建设做出最基本的贡献。“念珠与笔触”（栗宪廷）、“极多

主义”（高名潞）和“气韵”（黄专）等一系列关于中国抽象的理论表述，正在形成一种积极的合力，以大量富有

视觉说服力的作品，用浓厚的东方情怀表达出“中国抽象”的独特神韵。 

    关于抽象的探讨在近两年升温是无庸置疑的好事，这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唯意识形态论”在中国当代艺

术价值判断方面的式微，进而呈现出多元价值观建立的可能。现在的抽象艺术活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对抽象的关

注不是太过而是不足。据我所知，当今许多优秀的抽象艺术家还没有在象样的空间举办过个人展览，许多人也没有

印制过个人作品图录，即使有了图录，也很少有象样的评论文章……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评论家和策展人们应该把

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优秀艺术家个案的研究和推广上，其次是高质量学术主题下的集结。只有这样，“中国抽象”的

概念才可能具备更加坚实的、充分具备说服力的学术基础。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形式语言的建设之于视觉艺术本体的重要性，在一个题材重于形式的年代，在一个对

 



作品完成度还不够重视的年代，我们经常会忘记——任何观念都需要借助最基本的视觉表达才能与他人沟通，而所

有视觉艺术都离不开视觉形式。抽象，正是对视觉形式最基本的锤炼，也是艺术语言研究深度最重要的象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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