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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浅谈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脉络及特点 
◆张  超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西方现当代艺术起源于后印象主义。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的发展分

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战前，主要有野兽派，表现主义等。

第二个阶段是一战至二战结束，主要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第三

个阶段是二战以后，主要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以及超级写实主义

等。本文通过这三个阶段来展示每一个流派的思潮，特点等。进一步梳

理这段时期的各种艺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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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在西方艺术史上，一些流派是由艺术家建立起来的，
另外一些由历史学家追溯出来的，西方的现当代艺术起源于后印
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绘画偏离了西方客观再现的艺术传统，启迪
了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在这里分为三个阶段来梳理西方现当代艺
术的脉络。 

（一）20 世纪初至一战曝发：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派、
未来主义和抽象派 

野兽主义是自 1898 至 1908 年在法国盛行一时的一个现代绘
画潮流。作品画风与众不同。形体夸张，线条粗重，笔触狂放，
色彩强烈刺激，形式更加自由。被守旧派们挖苦地称之野兽派。
主张绘画应该是纯粹的、美的、经验的表现,其目的不在思想性
而在于线条色彩形态的愉悦和舒适,有点富于装饰趣味的东方艺
术的特点。野兽派最主要的代表画家包括；马蒂斯，弗拉曼克，
德兰等。其中尤以马蒂斯最足以称为野兽派的一代宗匠。 

表现主义 20 世纪初诞生于德国，而后流行于欧洲的表现主
义则彻底实现了心灵感受的宣泄。表现主义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
重表现内心的情感，而忽视对描写对象形式的摹写，因此往往表
现为对现实扭曲和抽象化，尤其用来表达恐惧的情感，从 1905
年凯尔希纳的“桥社”到 1909 年康定斯基的“青骑士”，表现主
义对后来绘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如蒙克《呐喊》。 

立体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个运动和流派，1908 年
始于法国。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
形成分离的画面以许多组合的碎片型态为艺术家们所要展现的
目标。立体主义是富有理念的艺术流派。它主要追求一种几何形
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它否定了从一个视
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度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
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明暗﹑光线﹑空气﹑氛围表现的趣味让
位于由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块面堆积与交错的趣味和情
调。不从一个视点看事物,把从不同的视点所观察和理解的形诸
于画面从而表现出时间的持续性。代表人物有毕加索的《格尔尼
卡》。 

未来主义对 20 世纪其他文艺思潮产生了影响，包括艺术装
饰、漩涡主义画派、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作为一种
艺术思潮从 20 年代开始衰落，如今已经基本绝迹，很多未来主
义艺术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未来主义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至 70 年代初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种对社会发展的
未来前景进行研究和预测的社会思潮。未来主义主要有两个派
别：社会历史学派和生态学派。未来主义画派代表人物有波丘尼
《内心状态》。 

抽象表现主义又称抽象主义，或抽象派。二战后直到 20 世
纪 60 年代早期的一种绘画流派。他们认为艺术是抽象的，抽象
派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原因在于它表达了艺术的情感强度，还有
自我表征等特性。这跟表现主义反具象化美学，和欧洲一些强调
抽象图腾的艺术学校：如包豪斯，未来派，或是立体主义等都有
呼应。抽象派的画作也往往具有反叛的，无秩序的，超脱于虚无
的特异感觉。抽象派代表人物有康丁斯基，蒙德里安等。 

（二）一战至二战结束：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 
达达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欧洲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文艺

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首先产生在瑞士。1915 年秋季，
几个流亡在瑞士苏黎世的文学青年，包括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唐•

查拉、法国人汉斯•阿尔普以及另外两个德国人，他们在伏尔泰
酒店组织了一个名叫"达达"的文学团体。1919 年，又在法国的巴
黎组织了"达达"集团，从而形成了达达主义流派。达达主义的代
表人物，著名的有：马塞尔•杜尚《泉》和马克斯•恩斯特。 

超现实主义是在法国开始的文学艺术流派，源于达达主义，
并且对于视觉艺术的影响力深远。于 1920 年至 1930 年间盛行于
欧洲文学及艺术界中。它的主要特征，是以所谓"超现实"、"超
理智"的梦境、幻觉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越
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
的真面目。超现实主义给传统对艺术的看法有了巨大的影响。也
常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或简称为超现实。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主要有卢梭、米罗、萨尔瓦多•达利、恩斯特、雷尼•马格里特等
人。 

（三）二战后：抽象表现主义、超级写实主义 
抽象表现主义。战后影响力最大的艺术流派当属抽象表现主

义了，而且也最能反映“美国本土特色”。以波洛克为首的抽象
表现主义画家可能受到超现实主义画家关于艺术的源泉存在于
无意识之中的观念的影响，用颜料在画布上任意泼溅，完全打碎
了画面的整体结构，画幅巨大，利用作画过程中的偶发事故，表
现作者和作品间直接和意想不到的关系。有时画家使用全身的动
作来表现无法控制的内在意识，为日后西方的行动派艺术开了先
河，如德库宁《女人一号》。 

超级写实主义。以克洛斯为首的照相写实主义，用超写实的
手法在巨大的画布上描绘人物，使人物的每个毛孔都清晰可见，
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超级写实主义作品更多地关注细
节和对象。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和雕塑作品并不是照片的严格诠
释，也不是某一个场景或主题的文字插图。相反，它们利用其他
的，往往是微妙的绘画元素来创造实际上不存在或者人的眼睛不
能看到的现实幻觉。此外，它们可能包括情感、社会、文化和政
治主题要素作为视觉错觉的扩展，与照相写实主义有所不同。 

其它。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艺术流派也在美术史上占有相当的
地位。如概念艺术、大地艺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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