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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关系

　　我们不断以新的视角研究艺术史不同阶段的关系与特征，是为了更好的寻求艺术演变

的价值规律，从而最大化的实现艺术的功能和意义。现代、现代主义与现代艺术，三者是

不同的，现代的概念更倾向于现实时效性，即有时间(代)的划分，如古希腊、罗马时期、

中世纪、近代、现代、现代之后、当代时期;现代主义更多的加入了大文化的范畴，如现

代主义哲学、宗教、戏剧、音乐、文学等;而现代艺术只是艺术上的现代派艺术的总称。

由此可见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艺术也是如此理解其关系。当然三者不可隔裂的理

解，其范畴有递进的关系，也会有时间形态和文化形态时常融合统一的联系。

　　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广义与狭义的概念

　　了解当代艺术首先要弄清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关系和特征。

　　一、现代与现代主义、现代艺术的关系，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艺术的关系;

　　二、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关系;

　　三、观念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关系;

　　四、国内外现代派艺术、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划分及艺术现象思潮。

　　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概念都是艺术范畴的讨论话题，这三个词，都又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广义概念，广义现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当代艺

术，如：H·H·阿纳森著《西方现代艺术史》[1]、高名潞等编著《中国当代艺术史：

1985-1986》[2]将三者的概念的界限打破了;广义后现代艺术包括：后现代艺术、当代艺

术，如：陈奇相著《欧洲后现代艺术》[3]，打破了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界限;而有的

当代艺术又包括：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如王受之著《世界当代艺术史》[4]、鲁虹著

《中国当代艺术30年：1978-2008》[5]、布莱顿·泰勒著《当代艺术》[6]，打破了后现

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界限，都归为当代艺术的“旗下”。从艺术形态上看广义后现代艺术

和当代艺术有很多相似点，只是从文化形态的批判转向表达对社会形态的感知而已。

　　这里面时常会出现一个矛盾关系，如广义的西方后现代艺术史里，包含着一个狭义后

现代主义艺术派别，即1960年代出现的艺术分支，其特征与广义后现代主义特征很接近，

但狭义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艺术本体特征(如：对传统与现代的批判、解构、多元化、概

念化、碎片化、狂欢、不确定等等)的研究范畴，这时我理解的广义的后现代艺术，更多

的是指现代之后的艺术形态。

　　观念艺术也同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观念艺术也是作为后现代艺术的一个分支

派别，即表达艺术的思想、意图、目的的概念大于视角图像，因此出现以纯文字表达思想

的艺术，而广义上看整个后现代艺术都把观念的出现作为区分现代艺术的转折点，因此也

可以说整个后现代艺术史都是一个观念的艺术史。从达达时期开始，“达达”艺术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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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以及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小便池上签名《泉》的出现，观念

即开始出现，因此有时把杜尚也称为后现代艺术之父。

　　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界限与交融

　　我个人认为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概念，不只是时间概念的讨论，三者

在时间上有些重叠交叉的地方，更应该以艺术的特征和形态来主导划分他们的概念，他们

的区别更多倾向艺术形态和社会背景的不同。

　　如现代艺术我们认为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化的体现，发端于1874年印象派与科学结合

的时期，历经印象派(1870起)、后期印象派、野兽派(1900-1910出现)、立体派、表现主

义(1910-1940)、未来派(1900起)、超现实主义(1920-1940)、抽象派的出现(1940-1960

年);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后工业化的体现，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虽然后现

代主义艺术打着对传统与现代的批判与质疑，但未来派、至上主义、超现实、冷抽象的工

业化、科学化及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动特点依然影响着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而这个观点

证明之处是一战和二战期间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流派，如达达主义、新达达主义与现代艺术

的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在时间上有所重合和交叉，而把“达达和新达达主义艺术”

按时间划分归入现代派艺术是不客观的，它更多的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艺术源于达达运动和1917杜尚《泉》作品出现至1989年当代艺术的出现，这个

说法也不是绝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与当代艺术必然也是重合交叉的发展，不是隔裂的，

因此会出现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广义划代的现象。而当代艺术则是以1989年

冷战结束与全球化、信息化开始作为发端，但是当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在艺术媒介、技术

形态上依然有很多相似的特征，更多是在艺术时代语言和社会性特征上加强了表达的力

度。因此我们权且以狭义的概念理解下面的艺术类型和脉络。

　　下面图表我想可以说明一下这个观点：

　　一、现代主义艺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1874-1960)

　　1874一1945年期间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未来派、抽象

艺术的相继出场，而现代艺术中超现实主义(1920-1940)、抽象表现主义艺术(1940-

1960)与后现代艺术中达达、新达达艺术在时间上交叉重叠。

　　二、后现代主义艺术(资本主义后工业革命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结束1913-

1989)

　　第一阶段1913-1960：

　　1、1913年杜尚的装置作品《自行车轮》出现，1916年至1923年的达达主义艺术运动

及1917年杜尚《泉》作品创作(刚提过与现代艺术多个艺术思潮交叉重叠);

　　2、20世纪50年代新达达艺术：代表艺术家贾斯培·琼斯、罗伯特·劳申伯格、伊夫

·克莱因、皮耶罗·曼佐尼等。

　　第二阶段1960-1970：

　　20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里查德·汉弥尔顿、安迪·沃霍尔、罗伊·利希滕斯坦

等)、极简艺术(唐纳·贾德、罗伯特·莫里斯等)、观念艺术(约瑟夫·科苏斯、河原温

等)、女权主义艺术(朱蒂·芝加哥、萨拉·卢卡斯等)、后现代主义艺术、大色域艺术、

大地艺术(珍妮·克劳德与克里斯托、罗伯特·史密森)、表演艺术(伊夫·克莱因、约瑟

夫·博伊斯、吉尔伯特和乔治、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等)、超级写实艺术(楚克·科劳

斯、杜安·汉森等)、身体艺术(吉娜·潘、布鲁斯·纽曼等)、欧普艺术(维克多·瓦萨雷

利等)、录像艺术(白南准、布鲁斯·纽曼、维托·阿康奇等)、贫穷艺术(吕西安·法布

罗、米奇兰格洛·皮斯托莱特等)等等

　　第三阶段198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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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表现(德：安塞姆·基弗、乔治·巴塞利兹、约尔格·伊门多夫、朱利安·施纳贝

尔、A.R。彭克等;意：意大利超前卫(德罗·基亚、佛兰西斯科·克莱门特、恩佐·库

奇、米莫·帕拉迪诺等)

　　英国新雕塑(比尔·伍德罗、托尼·克拉格、理查德·迪肯、安尼施·卡普、大卫·

马奇、安东尼·高姆利、朱利安·奥培等)

　　纽约新艺术(大卫·沙利、杰夫·昆斯等)

　　法国新自由形象(罗伯特·孔巴斯、赫尔韦·迪·罗萨、雷米·布朗夏尔、弗朗索瓦

·布瓦龙等)与新生代艺术(让-马克·布斯塔曼特、安吉·莱齐亚、米歇尔·维居、玛利

·布尔热、杰拉德·科林·斯埃博、B.M.P.T艺术团体、阿兰·塞夏、梅西耶等)

　　西班牙新艺术(米诺兹、普朗萨、卡尔、巴狄欧拉、伊哈查等)

　　东欧苏联艺术(科玛和梅勒米、卡巴可夫、米歇尔·尼古拉维奇·洛马丁等)

　　美国涂鸦(基斯·哈林、让·米歇尔·巴斯奎特、肯尼·沙夫等)

　　1989年后当代艺术出现(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开始)欧美外其它国家(亚非

崛起、东欧艺术复兴)

　　艺术生态化(艺术展览、机构、教育、市场、艺术区等生态链的形成)

　　策展全球化(大型双年展、美术馆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发端与西方不同

　　现代艺术几个特征：注重艺术语言的原创性，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反弹，如摄影术

的影响，而向摄影反方向发展。注重个人心理情感和个性的表达，语言的创造大于内容的

叙事性，这样看来虽然生活在现代时期的两位艺术代表齐白石、徐悲鸿的艺术特征也不能

归为现代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语言相对内容而言不具有创造性。　　中国现代艺术发端于

20世纪20、30年代左右林风眠、常玉等有留法经历且作品里具有西方现代派意识和特征的

中西融合艺术;抗日战争和文革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一度中断了现代派艺术的发

展，后来朱德群、赵无极等人的抽象艺术也推动了现代艺术发展;直至20世纪70年代“无

名画会”的艺术家赵文量、杨雨澍、张伟、马可鲁等人及“星星画会”的黄锐、马德升、

钟阿城、曲磊磊、王克平、严力等艺术家和同时代其他活跃的艺术家如吴冠中、冯国东等

人再次推动了现代艺术的发展。“八五新潮”到“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时期是现代艺术与

后现代艺术交织发展的时期，这时期出现了中国的厦门达达、新达达、超现实主义、抽象

艺术等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艺术类型。当代艺术的形态的出现更多是1989年后，如新生

代、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录像艺术、东村身体行为艺术、卡通一代和后

感性艺术等艺术现象。

　　当代艺术的特征与价值所在

　　当代艺术更多的是在作品表达时媒介、语言、感受具有当代性;当代艺术更多传达的

是区别于其它时代的文化针对性，表现当今艺术家体验到现实中不同于常人的最敏锐的生

存感受，在用当代的艺术语言和媒介进行转换和表达。所以当代艺术不是说当代人创作的

作品就有当代性(就是当代艺术)。如果说后现代艺术主要区分现代和传统的关系，以解

构、观念更多介入艺术本体的变化，而当代艺术更强调建构和艺术时代背后文化感觉的关

系。“1978-1989年间，特别是1985年之后，中国出现的反传统艺术潮流，被称为‘新潮

美术’。新潮美术也被称为‘前卫艺术’。前卫艺术这个术语，至今仍然在使用。它常常

是当代艺术的同义词。‘实验艺术’是在1989年之后强调艺术语言而出现的变异词语，它

经不起理论上的分析，然而国内外批评界一直在使用。大约在1995年之后，批评界也采用

先锋艺术的说法。进入21世纪之后，批评界更多地用‘当代艺术’作为总称。” [7] 当

代艺术的概念是在国内2000年后一些批评家开始使用的词语，但是1989年后的当代艺术的

特征已经形成，只是国内1989-1990年这个阶段的当代艺术多以先锋艺术、实验艺术、前

卫艺术词汇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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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关系与特点

　　当代艺术是艺术史及艺术规律发展的必然阶段，其价值体现与国际接轨，当代艺术以

它实验、先锋、多元、鲜活的特点出现，具有未来更大的价值潜力。传统艺术更多偏重继

承中求发展。当代艺术典型标志是新观念、新形态、新载体。三者有其一二，也可具有当

代性。

　　图表分析狭义的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关系与特征：

图表分析图表分析

　　传统艺术时期艺术以反应现实高于现实的经典性，从艺术中反应真、善的审美价值;

现代艺术时期从语言上不断创造，精神上出现审“丑”现象，特征是形式与内容统一达到

风格化，然而终极目的也为真善的审美目的;现代派艺术时期艺术语言以线性叙事发展，

更注重艺术家私人情感和内心的表达;而当代艺术更关注艺术家对时代背景大的特征的敏

锐感受，作品表达既个人又具时代性或大的生存寓言性，即当代艺术在对媒介创造的过程

中把审美问题搁置起来，更强调社会文化背景后思想观念对当下的意义。

　　注：

　　[1] (美)H・H・阿纳森著《西方现代艺术史——绘画·雕塑·建筑》，天津人民美术

出版社，1999年。

　　[2] 高名潞、周彦、王小箭、王明贤、舒群、童滇编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

1986》(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更名为《’85美术运动》)，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1年。

　　[3] 陈奇相著《欧洲后现代艺术》，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08年。

　　[4] 王受之著《世界当代艺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5] 鲁虹著《中国当代艺术30年：1978-2008》，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6] (英)布莱顿·泰勒著《当代艺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年。

　　[7] 引自2008年彭德艺术国际博客《什么是当代艺术》一文，原载《荣宝斋》2010

年第2期专栏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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