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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江当代绘画现代性的发展 

牟宇宙 

（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摘 要】本文从 19 世纪初期林风眠在浙江杭州创建的国立艺术学院为研究起始，梳理浙江当代绘画现代化发展

的形态，浙江当代绘画的现状既是中国现代艺术现代性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观

念影响下的自我反省与回应，研究浙江当代绘画现代性发展是一项建设性问题，勾勒出在美术理论与批评框架下的

浙江当代绘画现代性图景，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一种诠释和启发。 

【关键词】浙江；当代绘画 ；现状；现代性 

20 世纪中国的绘画在经历了几次历史性的变革后，与来自欧洲的西方绘画通过无数艺术家自觉、自发的学习与融合，逐渐

构建起当代中国绘画的框架与现状。如果说中国当代绘画在“西学东渐”中已有别于西方绘画的艺术形态，所呈现本民族具有

的文化、形态、意识的特质，那么梳理自 20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绘画在不同地域的现代性发展则是一项建设性研究。勾勒出在美

术理论与批评框架下的浙江当代绘画现代性图景，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一种诠释和启发。浙江当代绘画的现代性是一种特定语境

下具有的特殊性、地域性、差异性的文化概念。在当前“多元化”“全球化”概念的影响下，对浙江当代绘画现代性发展的研究，

是对西方现代性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自我反省与回应。 

20 世纪初，在大规模的西方文化移植的背景下，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独特艺术形态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

态引发国人对绘画观念的变革。浙江绘画的传统源远流长，特别是“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学成归来，

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对中国绘画领域带来的冲击作为文化脉络遗存下来。1928 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林风眠在浙江杭州创建了中

国第一所现代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1929年更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蔡元培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对 20

世纪初期新艺术教育的蓬勃兴起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新领域的同时，也勾勒了一幅现代性发展的蓝图。

毋庸置疑，这对传播现代主义艺术，融会中西方文化艺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繁荣时期，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等各现代主义流派纷呈，保罗·塞

尚、亨利·马蒂斯、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大师声誉卓著。而且西方现代主义形式批判受伊曼努尔·康德、亚瑟·叔

本华、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等哲学家的影响，同时波德莱尔、罗杰·弗莱与克莱夫·贝尔等形式主义批评家影响了西方现

代绘画的主流。林风眠于 1919年赴法国，先后在法国第戎高等美术学校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因而自然而然地把西方

现代主义绘画观念植入到新创建的国立艺术学院。他竭力倡导“中西融合”，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

术、创造时代艺术”的理念。林风眠从 20 年代到 30 年代，以一种“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探索着中国现代艺

术之路，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在美院设立之初，他就作出了合并国画系和西画系的决定，这是调和东西艺术所设置的既不

是东方式的，又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东方新兴艺术”之途。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绘画是不同的艺术形态：“西方艺术上之所短，

正是东方艺术之所长，东方艺术之所短，正是西方艺术之所长。”但 20 世纪初西方艺术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由于长期封闭自守的

国人的想象力，国立艺术院的成立是叩开了中国绘画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大门。林风眠对中西艺术进行了深入精辟的分析，提倡

调和东西艺术，为现代艺术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代艺术，因构成之方法不健全，结果不能自由表现其情绪上之希求；因此当极力输入西方之所长，而期形式上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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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求，而实现中国艺术之复兴。一方面输入西方艺术根本上之方法，以历史观念而实行具体的介绍；

一方面整理中国旧有之艺术，以贡献于世界。 

林风眠在国立艺术院创立之初，以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为学院的办学方针，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

术！调和中国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学术目标。在当时为学院聘请了一批国内最优秀的有西方学术背景的艺术家，留法回国

的林文铮任教务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还有西画主任教授吴大羽、雕塑主任教授李金发、图案主任教授刘既漂、西画教授蔡威

廉、方干民等。同时还聘请了具有深厚中国传统并具有创新精神的潘天寿任国画主任教授，还有国画教授李苦禅等。这些学识

渊博、具有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熏陶和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艺术集群为浙江当代绘画的现代性发展铺垫了丰厚的人文土壤。

从 30年代初期开始，国立杭州艺术美术专科学校的师生们实践一种新的绘画形式，其特点是具备民族精神，表现当代主题，自

由借鉴东西方绘画技法。另外学院出版的几种期刊《艺术旬刊》《亚丹娜》《亚波罗》对传播现代潮流的理解方面起了很大的促

进作用。半月刊《亚波罗》刊登了关于巴黎著名艺术家安椎·克罗多的介绍，该刊还发表了波德莱尔、克莱夫·贝尔、塞尚等

诗歌及艺术评论。《艺术旬刊》里刊登了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并发表了美术理论家滕固关于赫伯特·里德《艺术的意义》一

书的研究文章。林风眠、林文铮、李超世、李苦禅、吴大羽等教师也在《亚丹娜》上撰文及发表作品。这对于中西艺术融合，

促进浙江现代主义绘画发展奠定了很好的人文背景。 

从上述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从 20 世纪初期到抗战前，杭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中心之一，林风眠所倡导的“中西融合”

的精神成了中国现代主义绘画萌芽的代表，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不乏现代著名的艺术家李可染、赵无极、黄永玉、吴冠中

和朱德群。但由于战争，中国现代的艺术发展史被改写，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被阻断，萌芽的现代主义倾向隐忍下来，中国

的文艺观又复归为弘扬民族精神的传统现实主义形态。1938年杭州艺专西迁，途中与北平艺专合并成国立艺专，一直到 1946年

回归杭州，1950 年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8 年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到 1976 年“文革”结束，由于中国的各种

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虽然学校沿着原来的西方美术教学方式培养学生，但大量的作品是前苏联风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

作品，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在现实中被压制及终止。其中值得讨论与思考的是 50年代，学院在莫朴带领下进行的学科建设和改革，

“引素描入中国画教学”这一举措的背后，是在改造和调和中西文化的革命性、时代性的进程中注入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内核，

这一精神直接孕育了以后“浙派人物画”的艺术高峰。 

20世纪 70年代末的中国，已经重新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萌芽破土而出准备了条件。1979年至 1981年上海、北京等地举办了

五个非官方的在野画展，分别是“十二人画展”“星星画展”“无名画会”“同代人画展”“油画研究会”，这几个画展揭开了中国

当代艺术现代性的序幕，是中国当代艺术运动“85 思潮”的先声。1979 年、1980 年吴冠中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关于抽象

美》两篇文章，在文章中提出了形式美和抽象美，他写道：“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人们对形式美和抽象美的喜爱是本能的。”

他指出，“像”了不一定美，并且对象本身就存在美与不美的差距。 

从吴冠中的《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开始，一场波及艺术界、批评界和理论界的关于形式、抽象、美感，以及形式与内容的

关系的论战逐步展开。艺术家、美学家、批评家各抒己见，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场事实上远远不局限于艺术问题的大辩论。 

在吴冠中发表关于《绘画的形式美》文章后而引发了形式与抽象的讨论，期间 1979 年 6 月至 7 月，在北京天安门的中山

公园内举办的一次规模很小的“印象主义绘画”展览，由此引发了艺术界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在当时的

中国艺术界，艺术流派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十分敏感的政治立场。但不管怎样，从 1979 年起，中国艺术界

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趣猛然增加，对艺术形式探讨而引发了对现代主义的重新认识。不可否认中国艺术界在 1979 年从现

代主义艺术开始突破传统，创作思潮与样式呈现多元形态。艺术批评家吕澎在《1979 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著作中对这一时期

的艺术状况曾这样描述：1979 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场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讨论，如果没有一场关于形式和抽象的讨论，

中国现代艺术要形成一股潮流和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显然，如果没有一种新兴的批判精神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显现出来，如果没

有艺术家勇敢地创造或借用拿来，要出现一次对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讨论，对形式和抽象的讨论也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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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5 月，在北京举办了“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引起了中国艺术界的关注，大部分作品的艺术形式较以

往展览有明显增多，许多作品画面的形式可以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画家的影响，在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上可以看出艺术观

念的变化。令人鼓舞的是现代主义绘画在中国开始茁壮成长，同时还在艺术界掀起了对传统绘画的反省与批判。1985年 7 月艺

术批评家李小山发表了一篇《当代中国画之我见》的文章，提出了“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由此在艺术界引起了一场

持久的关于中国画问题以及相关传统问题的争论。其实关于这场争论后来有批评家指出：“实际上是 1978 年、1979 年以来思

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深化。”紧接着在 1987年，《江苏画刊》又展开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讨论，问题从一个画种延伸到整个文化背

景。从“十二人画展”“星星画展”等现代艺术展览之后，从 1985 年开始，一股势不可挡的现代艺术之风在中国的艺术界盛行，

各种艺术团体蜂拥而起，为现代艺术的发展营造了活跃的气氛。艺术家们在“85 思潮”中，敏锐地感觉到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正在冲击中国传统的绘画根基。 

1985 年 5 月，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赵无极应邀回母校短期讲学，此时赵无极已是一位成功的抽象表现主义画

家。当时学院组织了本院部分教师及西安、重庆、广州各校教师共计 28 位学员参加学习，那一年，正是改革开放不久，“85 美

术思潮”才开始，赵无极带来的艺术观念和新的绘画方法对当时的学员带来了很大的触动。虽然在浙江美术学院讲学时间短，

没有形成“星星画展”一样推动艺术现代性发展的社会影响，但对“85 思潮”的运动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令艺术舆论界感

兴趣的是，在“85 思潮”运动活跃的艺术家中，大都来自浙江美术学院，黄永砯、王广义、谷文达、张培力、魏光庆、耿建翌

等艺术家很快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关键人物。这客观原因是由于学校建院初林风眠提出的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观念的教学

思想的复苏，在学院里聚集着很多有别于中央美院注重现实主义教学的艺术家，他们有注重色彩、趣味纯正的法国印象派，讲

究结构、造型严谨的东欧画风。 浙江美院师生们对艺术的概念和艺术形式进行的抽象思考，恰恰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艺术观

念。 

“85 思潮”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近尾声，国外的艺术商开始出现在北京。北京国际艺苑、北京国际油画画廊以及

数量庞大的私人商业画廊大量涌入北京、上海、广州等文化、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艺术市场开始繁荣起来，北京双年展、广

州双年展也相继举办，中国艺术家也开始走出国门参加各类国际展览，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

上也有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可以说自 20 世纪 90 年代始，中国现代艺术开始逐渐融入世界，中国当代绘画的现代性也紧跟着

国际艺术的步伐，艺术家在艺术观念、形式和制度等各方面的发展中取得成功时，却又遭遇了西方艺术同样的关于艺术发展的

困惑。英国当代艺术批评家迈克尔·苏立文在《20 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著作中这样描述中国当代艺术的：到了 20世纪末，

恰恰在西方艺术似乎已经被成功吸收，传统艺术也已得到再生的时候，又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关于艺术自身性质的全新的问题。

概念艺术、表演艺术，以及无限多样的多媒体艺术，使某些中国艺术家开始质疑自 1900年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的正当性，于

是，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又引入和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 

中国当代艺术现代性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北京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各种艺术

交流与最新的艺术思潮汇聚于此，当代艺术家把以前所面临的艺术形态问题当成不再是艺术的主体矛盾，但艺术的针对性变得

复杂起来，同时潜在的危机也凸显出来，当代艺术的形态以文化开放性、多元性、混合性的特质呈现在世人面前。浙江当代绘

画在这一背景下没有跟北京、上海等地艺术家一样，把阐述艺术的当代性作为重要的艺术问题，而是把现象学哲学作为研究的

重点，深入地挖掘当代绘画现代性阐述的方式。1995 年，中国美院油画系教学中引入了“具象表现绘画基础方法理论”，并贯

彻在课堂教学之中。2002 年 10 月在中国杭州，由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现象学哲学专业委员会

组织举办的“现象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展开了运用现象学进行具象表现绘画的研究，使浙江当代绘画跟国内别的艺

术团体形成了不一样的艺术形态。具象表现绘画通过对现代主义追本溯源的研究，分析塞尚、安德烈·德朗、乔治·莫兰迪、

贾科梅蒂几位艺术家的艺术形态及艺术观念。同时对法国当代具象表现绘画也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把阿里卡、雷蒙·马松、

森·山方几位法国当代具象表现绘画的代表艺术家，作为现象学绘画实践的研究对象进行个案分析，进一步深化现代主义艺术

在当代绘画的影响与借鉴。 

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与探索，展现了现象学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对于现代艺术创造的意义。具象表现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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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学术面貌，在中国当代绘画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在《具象表现绘画文选》里阐述的关于

具象表现绘画的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通过“艺术现象学”的研究，思索着的同代人从各个学科的角度、从哲学和艺术学的角度展开积极对话。这种对话将形成

一种互为激活的格局，让艺术为哲学的澄明提供直观的明证，让哲学为艺术的创造提供思想方法的引领。 

综上所述，浙江当代绘画的现代性既是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是中国当代各种美术思潮的缩影。区域文化深厚的土壤对

浙江当代绘画的影响深远，使浙江当代绘画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对当代绘画多元的、复合的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形态分析，结合

浙江区域文化特征，对浙江当代绘画的现代性进行源流研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浙江当代绘画的现代性发展的形态，并在当前

文化多元化图景中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绘画体系。注释：*本文为浙江省高校教科规划研究课题成果（课题编号：

2014SCGO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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