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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驱动力，需要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需要

各种流派、观点自由讨论和争鸣，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探索正确的途径。艺术

创新需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需要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需要跨

时空思维、反常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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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是艺术发展的驱动力。艺术的发展进程实际上

是不断创新和积淀的过程。艺术创新不仅是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反思，而且是对艺

术发展的探索。艺术创新不是模仿照搬，而是需要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需要各种流派、观点自由讨论和争鸣，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贯彻正确的方针，

探索正确的途径。只有这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艺术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一、艺术创新的内涵  

  艺术探索、艺术创新越来越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他们积极探索艺术的创新

之路，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造就了不少艺术大师。

他们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师，就在于他们不断的创新和变革。这些艺术大师深知创

新和变革不是彻底抛弃传统，不是随心所欲的践行，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

传统进行辨证取舍。著名画家罗工柳坚持学习前人的绘画理论和技法，在此基础

上进行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学到手再变”。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情

有独衷，发愤“以最大勇气打进去”，深刻理解传统绘画的精神实质，然后又“以

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探索中外艺术结合之路，是艺术创新题中之义。“基中可

以容洋，厚今而不薄古”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

化以博大的胸怀吸取外来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著名画家刘海粟注意吸收西方

古典写实风格及现代派艺术，吸取油画的光与色，把艺术的表现推广到色彩和其

它形式。林风眠努力践行“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

时代艺术！”的办学宗旨，培养出大量的艺术人才。在探索中西绘画结合上，吴

贯中以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毕终生之精力把西洋绘画和中国水墨

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在他的油画作品中具有水墨画的气味，在

他的水墨画中具有油画的风格。水墨画《舞》、《高空谱曲》，油画《四合院》

等都是成功的探索作品。正如著名教授李正道所评价的那样：吴贯中的作品洋溢

着浓郁的东方情调，但又有别于陈旧僵化的中国画传统格局；他吸取西方绘画的

形式结构来表现中国的意境趣味，他提倡抽象，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抽象派。  

  从古今中外的经验来看，艺术创新需要艺术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

高文化修养和专业修养。结合时代的特点和新的历史使命，总结和借鉴古今中外

艺术创新的经验和教训，探索艺术创新的途径对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二、艺术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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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只有扎根于生活，扎根

于人民，文艺才有生命力和感召力。到人民中去，到生活中去，把握时代的脉膊，

倾听人民的呼声，就会创作出有血有肉、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传世之作。人

民需要艺术，需要丰富多彩奋发向上的优秀作品和艺术表演。艺术水平的高低、

好坏，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艺术需要人民，文艺工作者自觉深入到人民中去，

搜集和挖掘创作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精神

抚育自己。这是文艺工作者正确的成长之路，也是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

著名画家刘文西教授从 1958 年大学毕业以来，坚持每年深入陕北老区去写生，

创作出大量的特有个性和气质的优秀作品。吴作人评价他为“半生清山，半生泥

土，艺为人民传神阿堵”。黄胄为他的画展题词“泥土香，千秋芳”。刘文西从

自己大半生的创作实践总结出这样的一个道理： 

“你要创作吗？到生活中去。  
你要激情吗？到人民中去。  
他们会告诉你路该怎么走。”  
  2、正确对待我国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有优秀的精华，也包含封建的

糟粕。对待我国传统文化，应本着“古为今用”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决反对不分精

华和糟粕一起继承的“复古主义”，也坚决反对彻底否定中华文化的“虚无主义”。“我们民族

历尽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

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  
  “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   对待外来文化，应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

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

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 坚决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狭

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也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等待外来文艺，要以我国艺术

和文化为基础，辨证取舍，积极创新，创作出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表

演。“标新立异”是艺术创作的目的，但必须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 ]    那种生搬硬

套，机械模仿外来文艺思潮的创新和探索，肯定是没有市场的。吴贯中对近年有些画家不去

深入生活，不去写生，只知依据照片画画的现象特别反感，认为这种所谓的中西结合是“没
有恋爱的婚姻”，甚至是嫖妓式的结合，主张中西结合不仅仅是技法的结合，而且是东西审

美观的结合。罗工柳认为那种缺思想、缺理论、缺传统的艺术探索，实际上是跟在西方人屁

股后面跑，把西方人早已丢掉的陈芝麻烂谷子拣起来当成宝贝，是没有出路的。  
  近年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影响较大。后现代主义美术主张否定传统美术

和现代派美术，片面强调消解、解构、颠覆，走上了一条反艺术的道路。后现代主义鼓吹荒

诞和离奇，力求给欣赏者最强的感官刺激。青年人思想解放，容易接受新观念。在后现代主

义美术思潮的影响下，有些青年人向传统写实主义美术挑战，创作出不少荒诞离奇的作品。

探索、创新、变革是青年一代的共识，对探索、创新、变革应持谨慎的态度，不能简单阻止

或粗暴反对。有些青年人创新的胆子大，步子放得开。有的甚至不顾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

审美情感，追求“丑”陋，把人画得越丑越得意，把表情画得越狰狞越过瘾。如此的探索和创

新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变总比不变好，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欣赏者对一些青年人出格的

探索和创新给予宽容和谅解。创新的过程往往是实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有缺点、

错误，甚至失败。一切创新成果。也有待于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对经过实践和历史检验是不

正确的创新和探索，应通过正常的讨论和争鸣来解决，引导艺术探索走上正确的道路。  
  3、跨时空思维、反常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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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创作需要打破常规，跨时空思维。可以把上下几千年所发生的事情放到同一画面上

去表达，也可以把中外地方发生的事件放到同一画面去处理。把古今中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

的风土、人情，甚至不相干的事情组合在一起，引申出新的意义。摄影作品《上下五千年》

把舞台上演古装戏的演员和台下聚精会神观看的现代观众选择在同一镜图，给人以无限的遐

想和启发。  
  4、博览群书，特别是专业书刊 
我国有句古话叫做“开卷有益”。对于有一定知识、文化、道德等修养的人来说，他们具有鉴

别良莠的能力，能够从别人的书中吸取到有益的东西，抛弃落后的、腐朽的因素。书看多了，

思维自然会得到开阔。他们能够从大量的书刊中吸取积极的因素，并且进行思考、组合、抽

象和概括，取得创造性的成就。  
  三、艺术创新的原则  
  立足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需要是艺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进入新世纪，

由于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与日俱增。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个国

家，各个民族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外来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整个社会多元的审美需求正

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在凯歌声中不断前进。所有这些，

为艺术创新，艺术探索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决好的发展机遇。在当代中国，艺术创新应立足于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

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为了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党从支持保护文化创新的立场出发，制定了文艺发展的“两
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两为”方向确保文艺创新走上正确道路，“双百”方针是文艺创作的

必要途径。  
  正确贯彻“双百”方针，是文艺创新的政策保证。在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历史上，由于受传

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创新当成“毒草”来反对。为了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繁荣和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毛泽东同志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

派可以自由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

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艺术创新重要的政治保障。党对文艺的领导主要是

“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

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

成果。”[ ]  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有其自己的规律，需要文艺家们充分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写什么、画什么、怎么写、怎么画，只能由文艺家们在艺术实践中

去探索去解决，而不能简单粗暴地加以干涉。  
  文艺创新有了政策、政治等保障，有了宽松的学术氛围，就为艺术创新奠定了基础。支

持创新、保护创新，努力营造艺术创新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实现

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统一，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促进先进文

化的繁荣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