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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中国美术的基本价值观  

新中国美术的基本价值观

中国美术观，实际上是中华这个多民族群体拥有的造型艺术观。它既指涉

这个多民族群体整体的审美文化与审美意识，也指涉这个多民族群体用什么样

的价值尺度去创造与判断造型艺术。显然，美术观中的审美文化与审美意识是

一个民族视觉审美的基因，而美术观中的价值观则是这种民族视觉审美基因的

思想显现。如果说一个民族视觉审美的基因，会随着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迁移

而发生变异，那么，美术观中的价值观也就不是一个恒定的尺度。

因此，讨论中国美术观必须予以时间的界定。在当下，中国美术观其实就

是新中国美术观。在笔者看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促使美术的基本价值观发

生了调整与改变。新中国美术的60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形成与强化新中国

美术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的60年。讨论中国美术观，最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新中

国美术的基本价值观。

毫无疑问，新中国美术的价值观，是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为价值核心而建

立起来的造型艺术价值体系。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强调了每一个人在社会

上都享有文化民主的权利，尤其是社会主体——劳动人民享有和上层社会、贵

族阶层平等的文化权利。建立在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之上的造型艺术价值

观，毫无疑问，也会把社会主体——劳动人民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和艺术的受

众群体。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主流艺术观念的变化都和如何表现这个对象、

怎样让这个受众群体得到审美权利的保障密切相关，几乎每一次美术运动与思

想的交锋，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

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对于中国画的改造，50年代末对于印象派、后印象

派的批判，都涉及表现什么与为谁表现的问题。这里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命题

是，如何对待民族传统与如何处理外来美术？“改造”与“批判”的核心，实

际上也是站在艺术是否具有大众民主意识的立场。而新时期以来，人们不仅对

被改造的中国画有了重新的认识，而且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民族传统绘画、

尤其是对传统文人画重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于西方艺术，也不仅重新认识

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写实油画，而且引进、包容、借鉴了大量西方现当代

的艺术思潮与创作理念。新时期对于传统美术与外来美术的重新认知，依然涉

及的是如何对待民族传统与如何处理外来美术。但重新认知的背后，隐含了对

于大众民主的不同理解和对于人性解放的根本认识。由此可见，新中国美术的

价值观至少涉及有关传统美术、外来美术、大众美术、现实主义美术以及有关

艺术史演进的对于现代性与当代性美术的价值认识问题，国家主流美术的价值

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高版本.indd   3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高版本.indd   3 2015-8-22   14:13:332015-8-22   14:13:3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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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也由对于这些问题的价值判断凸显而出。

新中国美术的基本价值观应包括：对于传统美术的承传与创造的价值观，

对于外来美术的借鉴与融合的价值观，对于艺术社会学与本体论的现实主义美

术与现代性美术的价值观，对于大众人文关怀与个体人文关怀的大众美术价值

观与当代性的美术价值观。

承传与创造是新中国美术对于民族传统艺术持有的一种态度。这种价值观

首先强调中国现当代美术对于传统美术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或叛逆性；其

次则是在延续与承传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新中国美术60年的发展实践证

明，批判传统、叛逆传统的所谓“变革”与“创新”和崇古、仿古的所谓“传

统的至尚性”“笔墨中心主义”，都难经得起历史的考量与沉淀。在某种意义

上，承传与创造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崇尚“大同小

异”的文化延续方式。“大同”即要求“七分”的对于这一文化血脉的继承，

“小异”则是“三分”时代的、自己的、独特的创造与新变。如果这个比例颠

倒过来，大多会招致非议，也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建立新社会美术价值观的需要，曾展开过“改造”中国

画的运动，“改造”的目的是提倡人民大众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画。其积极的作

用是推动了传统中国画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审美转换，在五六十年代也因强调这

种变革作用而产生了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和新浙派水墨人物画，他们提出

的变革格言“思想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和“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

活”，也成为传统中国画承传与创造的经典名言。其负面影响，是不恰当地完

全套用写实绘画，削弱了中国艺术精神与笔墨语言自身的艺术表现力。而对于

传统的彻底否定，大多出现在民族虚无主义占上风的时期。比如，上世纪50年

代初强行推行用西洋画改造或代替中国画、“文革”十年对于传统艺术的根本

批判与否定和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现代主义猛烈冲击下形成的中国画的“穷途

末路”论等。但是，这种对于民族传统艺术的否定与批判，都不会长久地左右

中国画的发展，都最终会回到继承与发展的正途。

因此，新中国美术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如何继承与发展民族传统的艺术

上。这种价值观所倡导的“批判地继承遗产”与“创造地继承遗产”，都强调

了通过表现现实生活、表现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经验对于中国画的变革作

用，尽管这种变革必须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合理创新，但这种价值观也表明

了民族传统艺术的流变性与发展性。

借鉴与融合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主体对待外来美术的一种态度。受西方

强势社会的影响，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进都绕不开西方社会的巨大辐射。20世

纪以来，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是贯通中西文化的先觉者，美术家也是这

样。这就构成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术，都不是本土美术按自身逻辑演变的结

果，而是本土与外来美术共同的合力作用。因此，新中国美术的价值观也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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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美术的基本价值观  

开怎样对待外来美术的问题。新中国美术倡导对于外来美术的积极吸纳，既不

是不分时间与空间的无条件的“拿来”，也不是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借鉴与融

合既是中国美术主体对外来美术的方法，也是新中国美术的基本价值观。这种

价值观认为，中国本土美术只有在借鉴与融合中才能展开现代性与当代性的转

型，外来美术品种与样式也只有被本土化与民族化，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文化

认同与新的生命活力。

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苏联美术的学习、尤其是对于俄罗斯巡回展

览画派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推崇，就深化了中国美术对于现实主义审美内涵的理

解，也产生了一批可以彪炳历史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但由于当时欧美对于中

国经济与文化的封锁和我们主观上对于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批判与排斥，也导

致这种借鉴与融合的局限性，“苏化”的单一化与偏食症最终僵化和窒息了

整个国家的艺术发展与生命。如果说，新中国美术前30年对于外来美术的借

鉴与融合还是规避与恐惧触碰诸多政治上的“雷区”、还是保守大于开拓的

话，那么，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在真正意义上用西方的现当代艺术打开了

中国美术的视野。虽然“85新潮美术”曾一度在模仿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中

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立场，但是，不经过这个饥不择食的潮水涌入的开放

过程，便很难形成中国美术多样与多元的艺术生态，也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开

始本土性的现代性与当代性的美术探索，并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产生中国

当代艺术的世界影响。

新中国美术60年，我们积累了许多学习外来美术的经验与教训。这个经验

与教训，除了极“左”思潮时期把写实绘画作为现实主义美术的唯一表现方

式，把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当做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的病态心理之外，主要

在于如何处理“体”与“用”的关系问题。“借鉴”的本义，就是引进、吸纳

外来美术应以“我”为主，为我所借所用；而不是丧失自我，失去本土美术建

设的主体，完全被“他者”所化。而“融合”的大度与胸襟，也揭示了“体”

与“用”的关系。“融合”是在拓展的同时，发展和强化自我与本体。新中国

美术借鉴与融合的价值观，在于如何在各个历史阶段针对当下中国美术的状态

把握“体”“用”关系的“度”。

写实与现代是新中国美术处理艺术主客观关系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与表

现方法。写实与现代不仅是舶来语，而且是舶来的价值观念。如果说新中国美

术所发生的深刻的历史变革的话，这便是写实（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与表现

手法对于新中国美术主体价值观的确立。写实主义表现方法自20世纪初引入中

国，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升华为创作方法与表现方法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

被确立为国家美术的主导方向。新中国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要求最大限度

地以真实的情感和写实的手法表现丰富广阔的社会现实，塑造广大的劳动人民

形象。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一般具有明确的主题性和创作主体鲜明的思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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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

向性，并善于处理形式与内容、题材与主题、人物与环境、一般与典型等艺术

真实与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而“现代”几乎和“写实”同时舶来中国，对中

国传统形态的美术而言，现实主义美术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这是

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和西方“现代主义”不能等同齐观的地方。当然，新时

期以来，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既包含着对此前形成的中国写实绘画这个新传

统的反叛，也体现了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参照的对于艺术主体的个性张扬与人性

解放。

比如，新中国前30年的整个美术界，试图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

罗斯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作为美术创作的价值核心，当时产生的许多作品，不仅

注重对于历史与现实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

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

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作为这个时代的美术理

论家，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讨论，都是针对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现实主义中国化与

实践性的理论探索。而新时期30年，更多地受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辐

射，曾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理论的克罗齐、柏格森、格林伯格、科

林伍德和克莱夫·贝尔等，同样也成为中国美术现代性探索的精神领袖。新时

期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强调艺术的独立存在价值，强调艺术发展自我的规律

性，排斥他律性。对于美术视觉规律的追寻，对于美术语言自身价值的凸现，

对于艺术主体自我个性的发挥与张扬，都成为“现代性”美术的主要内容。

“现代性”的价值判断，由外在现实生活的再现，转化为内在的主体性的表

现。

不论“写实”还是“现代”，对于新中国美术而言，或许都可以从总体上

用“现代性”这样一种价值观予以描述。即前30年的现代性，是具有现实主义

美学思想的“现代性”；后30年的现代性，是具有个性张扬与人性解放的“现

代性”。前者是客体的“现代性”，后者是主体的“现代性”。而“现代性”

所揭示的，恰恰是新中国美术在这60年间发生的一种深刻的历史性的转型。

大众与当代是有关新中国美术受众对象的价值观。如果说新中国美术对现

实主义的提倡，强调了艺术对于现实社会与社会主体——劳动人民的人文关怀

与人文反映，那么，“大众化”则着眼于艺术作品具有广泛的受众性。为人民

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内容与形式，是新中国美术重要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

不仅决定了新中国美术对于民族美术与民间美术的重视，而且决定了对于写实

性美术的普及与推广。而“当代性”主要着眼于艺术家这个特殊知识群体的消

解。作为艺术“当代性”经典名言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赋予了每个平凡人

都能参与或进行艺术创作的权利与可能。“当代性”的另一种价值观，就是赋

予日常生活的现成品以观念性的文化寓意的表达，并因不同的文化上下文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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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重意念与丰富寓意的传递。

“大众化”是新中国美术倡导的重要价值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大众

美术的倡导，促使了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版画等画种的蓬勃发展与广泛普

及。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富有情节性的写实美术的提倡，对于上世纪50年代初

期中国画的改造，以及六七十年代对于西方印象派、现代主义的批判，都和倡

导“大众美术观”密切相关。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顺应文化大众化的时代潮

流而兴起的当代艺术，则把“大众化”和“当代性”作为新兴艺术的同一种概

念予以使用。以装置、影像、观念和新媒体艺术为代表的当代艺术，提倡人人

参与艺术的可能性与互动性，几乎所有的国际双年展（包括国内一些重要的双

年展）都积极地推导这种大众参与性极强的当代艺术。正是这种新的“大众

化”价值观赋予了中国艺术的国际符号。艺术的“当代性”，成为当下正在行

进的衡量作品是否具有新的“时代价值”的中国美术价值观。

显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的美术的“大众化”，着眼于接受美学的价

值体系，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内容与形式，就是美术作品能否“大众

化”的价值标准。而世纪之交的“文化大众化”则是信息媒介的大众化带来的

一种新型传播文化，当代艺术便是从艺术媒介的廉价化与大众化之中，扩展了

艺术媒介，也拓展了一种新的艺术创作方式。或许，当代艺术的“大众化”更

着眼于这种艺术创作方式的可参与性与互动性，但就“当代性”艺术作品所显

示的反映与被反映、艺术主客体的关系上看，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其对于当代现实社会的人文关怀与精神指向恰恰是极其敏锐与鲜明的，而

就作品传递的思想深度与寓意信息而言，往往显得晦涩而歧义。这和接受美学

的“大众化”，可能背道而驰。

对于传统美术的承传与创造、对于外来美术的借鉴与融合、对于创作方法

的写实与现代、对于接受美学的大众与当代，这些构成了新中国美术最基本的

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新中国美术60年的运动、思潮、流变与演进，都是这

些价值观相互推导、互为辐射的结果与痕迹。

2009年12月13日星期日于北京团结湖寓所

原载《美术观察》2010年第2期，转载《光明日报》2010年3月15日

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高版本.indd   7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高版本.indd   7 2015-8-22   14:13:342015-8-22   14:13:34



8

之间，穿越历史的审美叙述

当代人文视角中的历史画卷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中国当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一个新的

标志。这个新的标志，就在于在艺术崇尚自我、表现自我与极端个性化的当

下，许多美术家仍能潜心创作反映这169年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并以当代人

文关怀的审美视角深入到历史的空间。这个新的标志，就在于在影像传媒异常

丰富与发达的今天，许多美术家仍然坚守着传统造型艺术的表现方式，在借鉴

与汲取当代艺术观念与语言的同时积极推进架上艺术的当代性表达。

一

历史曾为这169年的民族复兴之路留下许多珍贵的影像，但不论哪一帧历

史的截影，似乎都不能直接放大成为一件历史主题的美术杰作。历史题材的美

术作品作为一种历史的图像，当然是对缺失的历史纪实影像的弥补，但更重要

的是对符合历史逻辑与想象的一种艺术创造。一幅历史主题的美术作品，至少

记载并浓缩了一个历史事件，也通过这个历史事件塑造了历史人物。比如，为

我们所熟悉的“开国大典”的一些珍贵历史镜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

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帧照片，

但是这样的一帧纪实照片似乎并不能直接搬上画面而成为一幅历史画。很显

然，观众们希望在“开国大典”这样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能够读到更多的出

现在那个现场的历史人物，也包括大典壮观的受阅场面。所以董希文的《开国

大典》比任何一帧照片都具有历史的概括性，比任何一帧照片也都具有艺术的

感染力。因为，那幅画面不仅是对历史瞬间的纪实，而且蕴含了作者自己对于

历史的理解与创造，甚至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对于历史的符合逻辑的想象。这

样的作品是很多纪实影像无法替代的。正因如此，美术作品的《开国大典》，

已成为人们对于新中国成立印象最深的形象记忆。

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无疑浓缩了艺术家个人以及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的认

知与理解，并因这种认知与理解而还原了即使史实的细节没有呈现的历史现

场。历史是客观的，但是叙述历史与重现历史都不会完全客观地还原，都不免

烙上每个时代的人文特征与艺术家个人对于历史的感悟与把握。

比如，关于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就因不同的时代而形成审美视点上的变

化。在上世纪抗战爆发的三四十年代，像李桦创作的《怒吼吧！中国》、胡一

川创作的《到前线去》《八百壮士》和荒烟创作的《末一颗子弹》，或是用极

具震撼力的画面表达了青年们激昂的战斗精神，或是表现抗战中的英雄主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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