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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画方兴未艾

吴建安
(黄山学院艺术系，安徽黄山245041)

揸要：面时西方当代艺术的冲击，当代中国油画面幄着困境和发展机遇。振兴中国油画、振兴民旋艺术成了中国艺术莽

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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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艺术的各门类中．油画作为一个重要的外来画

种，发展之迅速．影响之大，甚至有超过中国画的趋势。油画

在中国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粗略地说，二三十年代．

～批油画家完成了某些欧洲模式的引入；五六十年代完成了

苏俄模式的引入：踟年代则完成了欧美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

模式的引入；I‘冯90年代开始处于西方当代艺术(包括现代和

后现代)的多重影响中。新中国的成立给油画在中国的发展

带来生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油画形成了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从风格上看，写实主义仍是主流派．

在学院中占主导地位；同时现代等各艺术流派也在学院和非

学院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大有与写实主义一争高下之势。中

国油画进入诸侯争霸的。列国时代”。

这个时代有着截然相反两个方面。其可喜的一面是艺术

界、评论界异常活跃，各种画展、艺术博览会及中外艺术交流

活动频繁举行。艺术从象牙之塔走向普通大众．促进了中国

美术的繁荣昌盛。西方大师达利画展、上海博物馆的国粹展、

印象派画展等等，吸引观众之多，媒体关注之频繁。为历年所

少有。另一方面。艺术界的热闹背后，有许多令人担忧之处：

艺博会、画展中鱼龙混杂，缺少精品力作；艺评界吹捧之风盛

行，缺少严肃的学术空气．动不动给某某冠以大师称号．应景

之文、应酬之作泛滥；在中国远未形成民族性和现代性相融

合的及有中国特色的油画，可以说指向较高层面的油画尚未

形成中国模式；油画界多模仿少创造，多赝品少精品．商品画

四处泛滥。艺术家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变得无所适从、心浮

气躁，这是造成油画发展堪忧的主要原因，同时油画面临西

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多重冲击．许多人对油画的发展

失去信心。西方当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良莠

不齐，引进的结果是正面影响不大，负面影响很大。给一些打

着艺术家旗号干着反艺术、反社会的伪艺术家以可乘之机。

他们钻社会的空子．假借先锋、前卫艺术来达到追求个人轰

动效应、愚弄群众、丑化艺术的目的：他们要么鼓吹绘画穷途

末路说和艺术死亡论．高呼。重要的不是艺术”，为自己的行

为做辩解；要么紧紧追随西方殖民文化和颓废派艺术理论．

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当代艺术的发展。认为“一切皆

通行”或。一切皆有可能。．唧奉行在艺术上“怎么干都行”的
无原则观念，搅得艺术界思想混乱，艺术和非艺术无法区分，

暴力、恐怖、粗俗的艺术盛行。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受到蛊

惑，也开始随波逐流。进而放弃架上绘画而搞起所谓的。流行

艺术”——西方流行什么就玩什么．什么能m名就干什么。既

无雄心壮志又无社会历史责任感，丧失。．’作为艺术家起码的

尊严。一个又一个轰动艺术界的荒诞、丑恶事件让无数老一

辈艺术家愤恨不已，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之声。

尽管面临诸多问题．中国油画的发展仍充满希望。首先，

油画在中国存在的基础并没失去。这基础之一就是广大群

众，他们由衷地喜爱真善美的艺术。另外那些真诚的艺术家

们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执著于艺

术的创新发展。再者．从国情来看，由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

的差异，东西方艺术的发展并不同步。就油画的地位而言，在

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后期已陷入衰落，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运动

中，油画和架上绘画更不是主流，充其量只是艺术多元中的

一支。各种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横行西方，电子时

代更是多媒体、影像艺术充斥其中。油画成了这些。流行艺

术”的配角．成了博物馆的摆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油画会消

亡，架上绘画毫无意义。在中国，油画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不断壮大；在画展中已然是半壁江山，与国画分庭抗理；

在生活中也不可缺少。

西方当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是伴随西

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产生的。也是在西方传统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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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不可否认有其独特性、创新性。如果说西方现代艺术

是对西方传统艺术的批判．后现代艺术则是在承认受益于现

代艺术的基础上，与传统艺术综合后的超越。但西方当代艺

术具有很多的消极因素．必须带着分析、判断去看待西方艺

术的发展。看待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对我国艺术界的

影响，看待当前的。流行艺术”。比如观念艺术的出现，是想取

消艺术的物质性而代之以抽象的观念、概念：行为艺术则强

调重要的不是艺术品，而是行为或行动过程本身对观众、社

会产生的影响；现成品艺术则有意混淆艺术和非艺术的界

限，进而达到取消艺术的目的。杜尚是个艺术界有争议的人

物，被认为是后现代艺术的始作俑者。他的“现成艺术品”中

最具有挑衅性的是1917年的《喷泉>，～个瓷便壶，p瑚他认为

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并提出这样的公式：艺术=反艺术，

反艺术=新艺术。新艺术=艺术。一句话．他把艺术等同于生

活。这与我们所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完全不是一

回事。德国的博伊斯是实践这种理论的代表，博伊斯的艺术

理论，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思考即是塑造”。I啦他的许

多。艺术行为”或“艺术成果”让当代人为之困惑、惊愕、愤怒．

但也有欢呼、崇拜的。许多人糊涂了：到底什么才是艺术?艺

术是否已经死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如何?

西方艺术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我国的前进方向．这是由经

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中国的经济近年来突飞猛进．

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契机。然而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

差异还很大。意识形态上则有很不相同。许多人盲目崇拜西

方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标准。丝毫不顾及中国的国情和艺术的

发展现状，唯西方艺术是崇，推行丑恶、颓废的艺术观念和行

为，推行所谓的“流行艺术”。其目的不是繁荣艺术．而是要在

中国推行殖民文化，混淆真善美的艺术标准。进而达到个人

追名逐利和搞乱艺术的目的。这根本不符合广大中国人的审

美情趣和价值标准。

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

审美水平的提高，油画艺术日益为大众接受和喜爱。这预示

着油画在中国的良好发展前景。比如在上海这样经济文化水

平较高的地区，不仅是具象绘画，甚至抽象绘画也受到青睐。

可见真正优秀的作品。不论画种和艺术风格，总会受欢迎的，

因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必须始终为人民服务。这种艺术

才是真正的艺术。。二为”、“双百”方针是中国油画的发展指

南。偏离这个方针只会使油画的发展误入歧途，没有出路。

在西方当代艺术思潮的冲击下，尽管油画地位被削弱．

观念艺术、行为艺术、集成艺术、影像艺术成为。流行艺术”。

然而油画并未消亡．并且还在继续发展，多元和折衷是这个

时代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技术和观念上的突破，油画已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油画了。油画与这些所谓的。流行艺术”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成为一种“综合艺术”的形式。早在行

动派艺术中，画家波洛克就把油画布铺在地上。采用多种媒

介材料，使用泼、撒、滴、淌等技法，创造出富有流动感的抽象

绘画作品，打破了传统油画条框的限制．使油画从架上到了

架下；行为艺术家莱因克尔让裸体模特身上沾上油画颜科。

在油画布上滚动．创造出奇异的人体绘画作品；劳申伯格的

装置艺术集油画、雕塑、现成品与一体，开拓了油画空间，使

油画由二维向三维发展。油画创新是个艰苦的过程，技术只

是一个方面，艺术家个人的艺术修养(包括高雅的情趣、广博

的知识、敏锐的时代感等等)才是艺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老一代艺术家为此做过艰难探索。徐悲鸿倡导西方古典

写实主义艺术，强调以西润中．把西方的明暗和东方的写意

相结合；林风眠则提倡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重视中西结合．努

力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色彩相融合。后来的赵无级、吴冠

中等都走出了具有个性的艺术道路，为中国油画的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油画的个性化、民族化、时代性是形成中国特色油画的

基础。中国油画要发展。决不能跟着西方的观念意识跑。而要

确立自身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作为艺术家不应过多计较

个人得与失，而要使艺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社

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艺术家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应是创造

者、奉献者。还要确立好和坏的艺术评价标准。决不能让丑

恶、殖民、反艺术、反社会的艺术大行其道，要提倡科学，反对

愚昧，推崇高尚、真善美的艺术。

总之．中国油画方兴未艾。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中国

油画的繁荣提供很好的机遇。第二，中西经济文化的差异和

不同步有可能使浊画在中国开创又一个高峰：中国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化是取得辉煌的重要基石。第三，油画并未因西方

当代艺术观念、艺术思潮的冲击而穷途末路。而是另辟蹊径．

使传统的油画结合时代的进步发展创新。第四，经济全球化、

全球信息化、艺术多元化，使中国油画既自立于东方又传播

于世界，成为推动世界艺术前进的宏大力量和不尽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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