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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西方艺术背景

说到中西艺术，总会想到中国画是写意，西画是写实。深

究这种企业固定思维的形成是依赖于美学思想观念和历史文化传

统的审美观。中国艺术突出幻想表达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真理。

过去，我们每次看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散发着生命、生活，从

理性的角度看，也许我们自觉地这样的声音太悲伤，不够活

跃，但事实上，它的目的不仅在于艺术和情感的表达，更在于

"唤起中国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刻关注，唤起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追

求"。相反，西方文化艺术中关于中国美学的思维发展起源来源

于哲学和宗教。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实体

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美学思想。美是有实体的，

是一种客观存在，美学应该以客观美为研究对象，探索美的本质

和规律，对不能把握的事物的理解可以用一套概念体系来表达。

另外，西方国家宗教文化建筑重在外现人心中的宗教工作激情和

超人性的迷狂，因此在进行较为系统早期的经典学习西方画作中

多以宗教历史人物与故事为主题，且画面中的纵深式的画面空间

布局与人物神态动作我们常常为读者营造出这样一种腾空而起、

飞向天国的神秘宗教思想情感。"西方"的文化范畴，其历史遗产

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由于历史和经验的原因，人

们的生活更容易导致与西方化和现代化概念的混淆问题。西方国

家发展开始使科学管理技术、生产方式方法和系统现代化。在这

些地区，西方一直走在潮流的前面。目前在这个世界现代化国家，

以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文化产业发展中国传统为主流占绝大多数。

西方国家和社会通常先进繁荣，非西方国家和社会通常落后贫穷

弱小。西部农村地区总体上处于社会发展的领先阶段。非西方国

家的发展一般被称为我国需要中国的发展。通过自身的文化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最终目标是达到西方国家的发达国家水平。在很大

程度上，西方国家和经济发达地区国家的观念在中国人们的心目

中是一致的。西方社会的群体认同与现代的、发达的、丰富的、强

有力的观念相结合。西欧、北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

展处于“西方”和“先进”两个基本概念的交汇点。从历史上看，

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发展一直与贫穷、落后和软弱的

负面思想观念进行联系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用“西方国家发展

先进技术”的属性思维来形成西方国家的印象，通过具体问题的

现象，很容易犯一般性的错误，认为我们在西方都是好人。用外

行的话说，人们认为 " 西方的月亮更圆、更亮 "。事实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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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刻板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学术上，刻板的发展观也称为“刻板的经济效应”，是指受社会环境影响，对某些人或
事持稳定看法的个人。它既有学生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判断某一类人在一定范围内有很多共同点，不
需要探索学习信息，可以直接根据我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固定观点得出研究结论，简化了认知过程，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极的
一面是，根据自己有限的材料可以得出的普遍结论会使人们在认识他人时忽视学生个体发展差异，从而影响导致感知错误，阻碍对他
人的正确进行评价。成见一直影响着我们，从另一个艺术角度可以发现，历史总是相似的，中西古代艺术总是充满既定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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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资本主义教育并不是各方面都先进和发展

的，它也是有落后的地方。比如《绿皮书》，主要讲的是美

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歧视。从偏见开始，改变这种观点，

改变自己，是通过一个可以克服刻板印象的过程。

2  改变中国刻板艺术印象

对于我们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来说，大多数都是外国人的感情

都留在了中国画和京剧中。这种发展有很多原因，但与中国作

为当代文化和艺术在世界上的弱点有关。要改变中国艺术在世界

上的刻板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此徐鸿飞带着" 胖女人

" 去了一个意大利、西西里和托斯卡纳。在这里，他受到了更

高的礼遇。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认为徐鸿飞的雕塑可以作为"中

国外交的雕塑发展"开始海外展览。在澳大利亚和意大利，许鸿

飞的《胖女人》系列，辛苦了自己这么一个多年，在没有进行太

多可以解释的情况下它赢得了发展当地城市市民的认可。在接受

记者采访的市民中，有人说，他们的学生完全可以被“胖女人”的

快乐和自信所感染，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为了表达自己，刷新

了对亚洲女性的看法。“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中的胖女人就像我们一

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从这里人们看到了艺术提供了更加生

动的中国传统文化。外国媒体使用“打破政治壁垒”。

3  结语

世界经济各个角落文明进行交流的生动故事，都在用事实雄

辩地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艺术的魅力，艺术中的刻板、壁

垒都应消融，艺术没界限高低，有的只是根据不同的魅力，不应

存在一些刻板固定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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