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西方绘画  

一、凝重大气、深邃细致的油画（下） 



课中问题 

• 1、什么是现代派美术？ 

• 2、现代派美术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 3、后现代主义艺术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3、现代派美术 

• 20世纪以来，欧洲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在印
象派的基础上，现代美术有了突破，现代派开始主宰画坛。 

• 所谓西方现代派美术，是指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初发展起
来的现代美术中某些流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
派、表现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的统称。
“现代派”一词是和某种新的，非传统的，区别于过去的
艺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 西方现代派美术的出现是与现代西方社会的进程紧密相连
的。新技术革命、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的改变，摄影技术的日益成熟，以
日本版画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和非洲艺术的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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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以及西方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弊端，都促进了现代
派美术的形成。  

• 现代派美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的集中表现，尖
锐的社会矛盾使艺术家产生不满，他们逃避现实，沉浸在
对艺术的探索。 



•  1905年，以马蒂斯
为首，弗拉曼克等人

为骨干力量的野兽派

在巴黎诞生。他们从

塞尚的作品中得到启

发，在艺术形式深受

高更和凡高的影响，

用强烈的色彩，奔放

粗野的线条，扭曲夸

张的形体，来表现对

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 



• 两年之后，以毕加索，布拉克为首

的立体派在巴黎出现。它先把一切

物象加以破坏和肢解，把自然形体

分解为各种几何切面，然后加以主

观的组合，甚至发展到把同一物体

的几个不同方面组合在同一画面上

，借以表达四维空间。 

http://www.chinabogu.com/photo/photo_Pdchayue.asp?bianhao=3&page=38


• 自立体派之后，欧洲本土上各种新理论新观念纷纷涌入，
于是，未来派在1909年以前卫的姿态与意大利出现。他们
排斥过去作为绘画手段的情调和预期的趣味，称颂有独创
性的形式，在主题上也否定老一套的东西，认为重要的应
是描绘现代的都市生活，诸如钢铁，速度，剧烈的运动等
等。未来派之后，意大利又出现了形而上画派。在形而上
绘画中，钟表的指针和塔上的小旗都呈凝滞状态，一切都
是静止的，笼罩着神秘的沉默，其目的就是要把事物从日
常的伦理中分离开。形而上绘画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成分。 



这是一幅令人震惊的作品，这里向人展示的是一片死一般的沉静，

没有人影，也没有鸟兽。在一片荒凉的旷野上，只有几个软绵绵的

钟表，或挂在枯枝上，或摆在桌台上，或搁在一个不明物上，在这

幅幻象中，一切事物不近情理，却又表现了可知的物体。 

表现人们心中的幻觉或

梦想，创造出了一种现

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

之间的“超现实境界”。

这就是20世纪超现实主

义大师达利创作的著名

画作——《记忆的永

恒》。 



• 现代主义绘画人们还能按照派别来加以区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很难按照线
性思维的分类分派去解读，它在艺术方面集合了众多流派的风格，并且衍生
出了各种装饰艺术，抽象主义艺术的概念。  

• 后现代艺术最大的特征，便是存在于一个对任何风格都采取包容态度的文化
环境中，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接近于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 

 

1917年2月纽约独立美展展出杜桑送
展的一件尿斗，题名《泉》，引起轰
动。当它展出时，有些评论家指出这
件作品是剽窃，因为它是工厂生产的
现成工业品。杜桑书面答辩说：“这
件《泉》是否我亲手制成，那无关紧
要。是我选择了它，选择了一件普通
生活用具，予它以新的标题，使人们
从新的角度去看它，这样它原有的实
用意义就丧失殆尽，却获得了一个新
的内容”。 



• 罗马尼亚籍理论家布雷东为杜桑的《泉》辩解道：“作
为《泉》的尿斗是工业品，这是事实，但它经过艺术家
杜桑的选择，它就从工业转化为艺术品，因此关键在大
艺术家的选择”。 

• 《泉》的问世表明达达主义对传统文明的否定，同时展
现出它的意义在于将生活中现成品提高到艺术品的高度
加以肯定，它标志着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取消，生活就是
艺术，这就开创了一个广大的领域，为后来的波普艺术
开了先河。“小便池”带来的最直接问题是：“什么是
艺术？”如果“小便池”是艺术，还有什么不是艺术？
如果没有什么不是艺术，那就什么都是艺术。如果什么
都是艺术，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是艺术。如果什么都不
是艺术，那么，艺术也就只剩下了对艺术本身所发出的
质疑和追问。 







《几个圆圈》

是抽象派画家

康定斯基的代

表作品之一，

他喜欢将随心

所欲画出的淡

蓝色、红色、

绿色的形状和

一些缭乱而有

力的线条配合

在一起，借此

表现抒情式的

情感爆发。 



埃舍尔是个奇特的图形

天才，他为我们创造了

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世

界。空间开始错乱，所

有的方位都通通乱了套，

你的眼睛开始迷乱，大

脑开始变得模糊……可

是在这魔幻一样的世界

里，却有着让人不可思

议的精密、准确、规则、

秩序。 

埃舍尔的作品完全是精确的理性产物，画中的每一种形象都是经过精密

的计算得到的结果，他的创作过程俨然像一位数学家在作研究，然而就

画面的美丽程度而言，又毫无疑问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这就是埃舍尔

独特的魅力，也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多数学家拥护者的原因。 



油画在中国 

• 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次将
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 

•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实施“文化传教”的过程中，巧
妙地将西方天主教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分送给中国上
层官吏和皇帝，引发了一连串西方油画影响效应。  

•  1582年来澳门传教的意大利人乔瓦尼是个画家，他在澳
门的美术教育活动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1583年，他为澳门大三巴教堂绘制的油画《救世
者》，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绘制的第一幅油画。1614年，
乔瓦尼在澳门的圣保禄修院设立绘画学校，教授西方油
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的美术学校。  



•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

大门，导致西方的文化加快了传

播速度。特别是改革派主张学习

西方优秀文化，大批的优秀学子

走出国门，寻求救国之道。 

• 民国初年，不少有志青年在政府

的资助下到国外学习西方绘画，

接受了当时西方绘画的各个流派：

林风眠、吴大羽接受了现代派绘

画；李叔同、刘海粟等接受了印

象派绘画；李铁夫、徐悲鸿等接

受了古典派绘画。  

 

http://www.ggact.com/auction/detail.php?did=608&bid=8








• 由于中国当时处于不断的战乱时期，

抗日救亡的需要使中国选择了写实主

义艺术，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

开，将艺术作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零件，

艺术失去了它应有的独立性。 

• 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救亡虽然已不是

社会的主题，但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

影响，中国的艺术教育还是全部照搬

苏联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绘画”，

使中国的油画风格出现单一化局面。  

http://glyn52019841112.spaces.live.com/Blog/cns!19AB417D36F3DAE7!849.entry


• 文革时期的美术更是一种服务于政治、追随于现实权势、排斥人性和个性的美术。在形式语言方面,由

于文革时期的美术在体制中绝对排斥艺术的独创性，因此这个时期的美术没有任何的创作性。 

• 文革时期的美术最典型的特征是“红光亮”和“三突出”。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宣传画和毛泽东肖像的绘

制都体现出强烈的红光亮的倾向，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三突出”是在所有创作中要突出正面人

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要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邓小平在会议祝词中提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

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

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

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

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 邓小平的讲话使我国的艺术家和理论家逐渐地解放了思想，

逐渐开始了大胆的艺术探索与实践。 

 









• 随着改革开放，我
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越来越密切，对西
方的绘画的研究也
越来越深入，油画
的表现风格重新出
现了多样化的局面。 



















• 2005年，国内首位3D地画艺术家齐兴华（Qi Xinghua）将
3D地画艺术引入中国，他的首张3D地画《漩涡》（原名：
与一个坑）在--北京（北京大学、北京鼓楼、清华大学、颐
和园、圆明园、）等地都做过现场展示，并引起了一定规
模的轰动效应。 



• 1、什么是现代派美术？ 

• 2、现代派美术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 3、后现代主义艺术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