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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派艺术是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艺术面貌。这急剧的变革根源于艺术

家们的深层观念, 特别是他们的自我感知、社会感知、时间感知和空间感知的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使艺术家挣脱了

传统的束缚, 给艺术带来形式上的革新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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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运动始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西

方,以法国为中心。所谓西方现代派艺术,是指西方

国家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现代艺术中

某些艺术流派的统称, 例如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

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

波普艺术等等。这些流派是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而

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摄影技术的日益成熟,颠覆了一

向视模仿自然为全部目的绘画信念, 促使人们对艺

术创新逐渐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 艺术家竞相在艺

术观念和表现形式如色彩、构图等形式上进行革新,

很多艺术流派借鉴东方艺术和非洲原始艺术的创作

方法,从异域寻找艺术革新的灵感。现代派艺术还

受到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注重潜意识、直觉和内心世

界的表现,同时致力于反映西方现实社会的种种矛

盾和弊端,反对理性的压抑和传统对人性的束缚,呈

现内在的自我表现。

在艺术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 文艺复兴以来所

确立的再现性艺术传统受到强烈冲击, 反传统的变

革之风,是世界艺术的主流。艺术家纷纷投入创新

的激流中,进行着一种似乎永无止境的竞赛。他们

注重自我表现和感情宣泄, 追求美术自律和形式探

索,强调观念和想象的影响。艺术家们的种种革新

深深根源于他们内在的观念认知,包括对自我、对社

会、对时间、空间等的新理解。这些新理解使现代艺

术具有了崭新的风貌。

一 自我感知

现代派艺术的自我感知主要体现在  主体性的

张扬 !。  主体性的张扬 !有深厚的哲学基础, 从尼

采对自我意志和欲望的极度宣泄与张扬、叔本华的

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强调,随后

的人本主义思潮如非理性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

学、存在主义等也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

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这些人本主义思想深深地影

响了艺术家的价值取向和艺术使命感,促使他们以

各种艺术手段,充分表达主体的自我感受与欲望以

及人的地位与价值,关注与批判现代社会人的生存

状态, 发掘、剖析人性的深层面。审美内容上, 主体

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因素。

传统艺术家对于主体精神内涵或者不予表现或

者通过文学性、宗教性内容予以委婉曲折的象征性

表现,而在现代派绘画中,艺术家在人本主义思想影

响下强调自我价值的表现、自我情感的张扬。古典

绘画都在写实的大框架下, 所以风格的差异没有现

代派那么明显。
[ 1]
现代主义者崇尚自我表现的主体

性信念,主体性信念主要通过艺术家个性化风格、独

创风格表现出来,导致现代派绘画风格、样式的丰富

多彩。现代派画家构筑起来一个既有个体价值又有

普遍价值的精神世界,艺术活动也因此成为一种具

有永恒价值、追求完美和纯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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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感知

艺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 19世

纪末 20世纪初, 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原始积累完

成,工业化进程加速, 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

会财富,但是同时也充分暴露出种种社会矛盾、社会

病症, 如几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猛烈地冲击

了传统的价值观,社会文化整体的发展趋势因此发

生了剧烈转折, 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也发生了巨

变。
[ 2]
如文艺复兴以来构建的启蒙理想和集体认知

的价值信念被怀疑和否定的价值观念所取代, 文化

危机与精神危机在整个社会弥漫着, 这种危机感深

深影响着艺术家的思维取向与情感认同, 通过他们

的作品直接或间接地予以传达,时代和社会给个人

生存境遇带来的庇佑与灾难都通过作品表现出来

了。

现代派艺术家所感知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不

和谐的、丑恶的社会, 这个社会呈现出乖戾、破碎、荒

谬的状貌,所以现代派以与传统迥异的艺术方式表

现这个腐朽的、异化的现实世界。现代派艺术,作为

社会中一种独立力量, 它以批判和否定的姿态切入

社会现实,去掉伪饰, 正视现实的本质。
[ 3]
所以现代

派艺术从传统的审美转向审丑,将社会现实中的丑

抽离出来,以不调和的艺术形式加以展示,这样,艺

术的颠覆和否定力量被发挥到极至。伴随着这种内

容,现代艺术的艺术语言因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过往的和谐、优雅、甜美发展到尖锐、刺眼、怪

诞,把人类生存境遇中的种种体验、感悟表达于画

中,彻底冲破了  美的艺术 !信条,因此,这种特有的

艺术语言长时间以来被观众抵制, 得不到人们的认

可。总之,现代艺术的形式与它要表现的内涵紧密

相连, 它不仅仅是形式的翻新, 而是以形式的不和谐

不完美来对应社会现实的异化,以对立的姿态批判

社会, 艺术的独立价值也因此得到展现。

三 时间感知

进化论形成以前,中国、印度以及埃及这些古老

的国家都认为时间是轮回的,因为周围世界各种现

象向我们昭示时间的轮回运转:春夏秋冬的四季更

迭,太阳和月亮的起落,黑夜和白昼的更替, 人的生

老病死,都以自身的节奏韵律运转轮回。而到了近

代,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发表,改变了人类对时间

的感知,伴随着生物进化论,相继出现了社会发展进

化论、文化、精神的进化论, 史宾塞和达尔文为这些

观念提出了强而有力的科学依据和实证参照。在黑

格尔把人类的历史描述成一个精神进步的历程之

后, 马克思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这

种线性史观, 详细描述和界定各个历史时期的特

点。
[ 4 ]
发展史观认为时间在持续进行中, 永不回头,

未来将一直保持着未知且前进的状态。线性发展史

观极力推崇运动、变化和速度,认为进步和发展有着

 动态!的含意,代表从一种落后或者较差的状态,

进入一种先进的境况,而且进步又常常被他们赋予

积极的色彩,显现出强烈的崇尚科技, 追求平等、财

富和资产的唯物色彩。

现代社会大多数人们都认可了线性时间观, 马

克思进一步结合线性时间和轮回时间观, 形成  螺

旋式前进 !的观点, 认为有的时候社会发展有倒退,

但总的趋势是前进的。现代派绘画就是在这种时间

感知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
[ 5]
现代派各种主义在时间

图表中常常以革新创造的姿态出现,以线性方式表达

出各自在艺术史中的发展位置。在风云变幻的风格

变化后面,现代派艺术的先锋精神在于:让人们以新

的时间感知方式来认识世界。时间并不是静态的,时

间也不是孤立的放飞想像,世界在我们感受行为中流

动起来,当我们的视线从一个物体移向另一个物体,

视觉以连续性为媒介,视线的运动开拓视域, 留下运

动的轨迹,这是时间的轨迹,把敞开视域中各种东西

连接、聚集起来。在新的时间感知观念引导下, 现代

派艺术获得新的视觉经验和视觉表达方式。

四 空间感知

感知空间的不同方式会创作出完全不同的艺术

作品,因为空间观念的改变导致新的空间构成方式,

带来全新的体验, 感知能力会因为丰富的景象而敏

锐起来。二维平面的绘画艺术, 始终是丰富空间形

象的载体。空间的存在与人的生活感知紧密相联,

现代生活所赋予的生活感知丰富性, 已远远地超越

了二维、三维的空间范畴,孤立的、简单的、静态的表

达方式不再能够充分表现它。

在平面艺术中,  空间!是关键, 空间的走向、关

系、尺度等的组织, 能够成就一种整体而又奇妙的感

知。历史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使人们感知空间的宽

容度增大,这是人脑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艺术家

们不断丰富自己, 对已有空间表现方法进行比较和

研究,开拓新的绘画空间的结果分不开。现代派绘

画的空间表现, 新花样层出不穷, 方法上也不择手

段, 甚至让有些人觉得怪异。其实,无论何种空间形

式, 都只是一种手段,使艺术家更真切地表达艺术家

内心情感,使艺术家更好地达到预期目的。现代派

艺术的空间感知方式从被动体验转到主动体验,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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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质的飞跃。主动体验空间, 使空间不再隐匿

在物象后边,而是成为艺术家独立表现的内容和观

赏者欣赏感知的部分。在传统二维平面和三维立体

空间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四维视动空间和多维变幻

的主观心理空间。
[ 6]

视动空间就是在三维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

将事物的运动过程转化为可视形象, 速度和运动因

而成了重要的表现内容, 未来主义艺术就是这种空

间表达方式的重要代表。未来主义艺术, 颂扬运动、

速度和机械构造的力量, 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用分解

物体的方法把力量和运动融进绘画, 充分表现出当

代工业的  速度与力量 !之美。他们在运用动点透

视组合画面空间上达到了极至。

文艺复兴之前, 画面上的内容在一切平面中都

尽可能不产生矛盾冲突, 象古典的许多作品看起来

像某一瞬间快速拍摄的照片。而主观心理空间则是

按照艺术家自己的意志任意地组织空间, 使空间表

现具有随意性、偶然性和幻想性。主观心理空间中

的物象是夸张、变形、肢解、综合或抽象的,其中色彩

和造型不再屈从于客观物象。体块、线条与其所指

代物体的逻辑联系被阻断, 它们与真实空间的关联

被切断,来营造一种幻觉空间。这种新的幻觉具有

隐喻的特征,要表达的意义隐含在非真实空间中,让

观众进入画境中去感受体会, 有思考、品味的余地,

而非一目了然。例如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他

们不再利用透视法刻板地再现现实空间, 而是对透

视法进行自由的改变,用它们表现某种特殊的意义。

例如达利利用各种能够引起错觉的艺术手法, 创造

出极端丑陋的梦中恶魔般的形象, 表现出离奇的形

象和内容。他还经常采用一些互不相容的单位进行

构图, 把实际上是残缺不全的物体描绘成似乎是物

理空间中的真实存在, 其目的在于用一种令人无法

觉察的手法去摧毁观看者对现实的信任感。例如达

利 ∀服食迷幻药的斗牛士 #一画, 近似的维纳斯像、

古罗马竞技场和放大的苍蝇组合在一个非逻辑空间

中,以突出画家性心理隐喻的偏好,在平面化形式中

不时传达着对精神所处空间的恐惧。可见, 物体形

象以什么样的形式占据画面,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空

间效果。
[ 7]

现代派艺术不断探索绘画构成因素, 打破传统

空间观念,形成多样的空间感知方式,给艺术带来多

样的形式和风格, 使绘画艺术得到惊人的发展。空

间感知的发展,导致了我们能看到艺术界最让人眼

花缭乱的景象。可以说西方美术发展到现代主义,

在对绘画空间的认识和表现上得到了很大解放, 使

绘画空间得以大大扩展。

以上我们从基本的自我感知、时代感知、时空感

知出发,反省了艺术发展的  关注点 !。现代主义艺
术告诉我们,要进入画境中去感受体会,对于主体才

是真实的。只有冲破现实表达的局限,才能令我们

接近对事物的真实感知, 具备良好感知的艺术表达

应当成为自觉的要求和根本的创作目的。因为现代

派艺术自我感知、社会感知、时间感知、空间感知的

变化和革新,极大解放了传统的束缚,给现代主义艺

术带来形式上的革新和自由。不同的主义和风格,

由于新的感知方式,都变得更为生动。

对于正在寻觅新形式表达语言的平面设计, 现

代派艺术打破常规的感知方式和众多新奇的表现手

法,无疑给它提供了最好的表现手段。大量采用给

传统绘画带来极大冲击的照片, 应用综合材料进行

组合拼贴,将直觉与幻想转化成视觉语言,版面设计

中无政府主义的非理性和杂乱无章∃∃大胆创新的
设计师们纷纷采用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手段, 对传统

设计进行了全面的革命。
[ 8 ]
改变了艺术发展方向的

现代派艺术,不仅深刻地影响了 20世纪初期的平面

设计观念,甚至在 20世纪 80、90年代离经叛道的反

传统设计中仍然能够看到其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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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ad just rationally three industria l structures; W e shou ld use high techno logy to transform traditiona l

industries, and take the resource�sav 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 ly road o f industrialization; W e shou ld bu ild better

park economy to promote the Leapfrog deve lopm ent of Zhuzhou 's h igh�tech industry and make good use o f

in fo rmation technology to dr ive industry optim izat ion.

Key words: Zhuzhou;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 13) Perception ofM odern Art WANG M e i�yan, GUAN Chen( 108)

H unan University of T echnology, ZhuzhouH 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Modern A r,t a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in the h istory of ar,t man ifests a d ifferen t look from

trad it iona l ar.t The deep o rig ins of the sharp change are the artists 'new percept ion on themse lves, the soc iety, time

and space, wh ichmake them free from the tramme ls o f tradition and bring more change and freedom to the artistic

form.

Key words: modern ar;t ego; society; time; space; percep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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