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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每

一个时代或民族的艺术,都是深嵌在那一个时代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框架之中的。艺术品不仅能够反映一

定社会的历史文化,它也会受到特定文化环境的渗透与影响。我国艺术家在对“新表现主义”绘画引进

吸收过程中,积极地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融合,在新表现主义的启迪之下,中国当代画坛涌现

出了一批优秀的前卫艺术家,他们在油画本体语言的探索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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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来源于西方,经过对其几百年的

吸收与扬弃,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思索如

何发展中国的本土艺术和如何建立自己

的新的语言的问题。回顾中国当代美术史

的发展历程,在85美术运动的带动下,“新

表现主义”来到了中国大地,在许多中国

前卫艺术家们的努力探索下,新表现主义

正慢慢地“中国化”。那么新表现主义在

中国独有的哲学思想、历史文化的灌溉下,

又会是怎样一种形态呢？我们通过中德

双方艺术作品的对比来寻找答案。 

1 艺术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的

反映 

艺术是它所属的文化的反映和代表,

从这种意义上讲,艺术起到了‘文化自我

意识’的作用,因为‘艺术仿佛是一面镜

子,文化从中照见自己,从中认识自己,

并且只有在认识自己的同时,才能认识

它所反映的世界’。美学家卡岗的观点告

诉我们,艺术具有反映人类文化历史发

展的作用。艺术作品就像一面镜子,能够

对不同时代、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反映。

例如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作品中所体现

出来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从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人对二战的历史担

当和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欧美后现代艺术

的一种反驳。 

新表现主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诞

生于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这一流派在

理论上吸收了存在主义的一些哲学观念,

而实践中又接收了抽象表现主义等风格

的营养。注重绘画性并以表现自我为主

旨,主张绘画过程中的情感突发和即兴

处理,追求一种粗犷、原始的美学风格。

基弗、吕佩尔茨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

表艺术家,他们将个人的艺术创造与德

国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挖掘个人表现

力的同时,表现出了缅怀民族历史和反

思战争的特点。这两位艺术家以个人独

特的视角和人生态度,对创作重新做出

了诠释,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二战

期间德国的社会历史。但由于新表现主

义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受到自身经历、成

长环境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他

们的作品均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安塞姆•基弗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

代表画家之一,基弗于德国战败那年出

生,其幼年成长在压抑、敏感的社会环境

中,他的作品常以圣经、北欧神话、和对

纳粹的讽刺为主题,热衷于利用稻草、树

枝、水泥、灰土、石头、模型、照片、

版画、沙子以及废金属等带有象征性的

综合材料,创作出充满诗意又隐含历史

思索的作品。如作品《冬日景观》,基弗

利用玻璃框架、油彩、丙烯、虫胶、火

灰、断裂的灌木、假牙、蛇皮等材料,

制作出斑驳破碎的肌底效果,画面色调

严肃且形式意味浓厚,弥漫着一种触目

惊心的荒芜感。基弗曾画过一些二战时

被纳粹劫掠过的废墟,废墟是基弗这一

代德国人司空见惯的景色,我们在这幅

常见的雪景中看到了基弗对废墟的记

忆、和对过去的重审,这些异质材料的加

入,不仅给观赏者带来了无比震撼的视

觉体验,同时也渗透着基弗自身对德国

历史事实的深刻反思。 

吕佩尔茨的作品大多描绘德国二战

期间的历史事实,他是新表现主义画家

中缅怀民族历史,反思战争的代表。被后

世称为新表现主义之父的吕佩尔茨直面

德国历史,其作品常常表现军装、头盔、

谷穗等充满隐喻性的符号。《无题》这张

作品中他将树冠通过艺术加工处理成钢

盔的造型,搭配周围无法界定的虚幻环

境,再加上充满了沉重意味的用色,制造

出一种沉重悲痛的气氛。他将头盔,徽章

等具有二战伤痕的象征符号带进绘画,

体现了他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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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艺术又受到特定文化环境的

影响 

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活动时,总会自

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

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表现或流露出

来。中国文化讲究温良忍让,提倡中庸之

道,这样的哲学思想直接地影响了中国

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我们画写实主义时

四平八稳,传播一些正确的价值观；而新

表现主义比较注重人的主观性的张扬,

它自带一种个性化、民族化特征,强调在

绘画过程中的生理和精神上的解放,这

就要求中国艺术家们需要把中国的哲

学、历史文化融入到新的绘画形式中,

去探索中国本土油画的独特魅力。 

中国当代油画家们在新表现主义的

启迪之下,在探索绘画本体语言的过程

中,积极地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时代精

神相联系,创作了一系列带有鲜明个性

的、民族化的艺术作品。马路是第一个

被公派到德国留学的画家,在那里接受

到了德国“新表现主义”思潮的洗礼,

归国后他开始探索如何进行民族性绘画

创作,他在中国书法和写意绘画的基础

上,深挖社会现实,找寻社会典型事件,

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运用夸张变形的

手法来表现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和对社

会现实的关注。 

与马路相比,许江的作品具有更鲜

明的民族精神,他把德国新表现主义的

创作形式、手法巧妙地与中国历史文化

相融合,创作了《大轰炸》《围城》等系

列作品,他的作品气势宏大,有一种强烈

又独特的历史感。尤其是《葵园》系列

以诗入画,把中国古代诗歌所描述的“黄

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太阳”体现的

淋漓尽致。在《葵园十二景西风瘦》中,

许江借用中国诗句“咏物”的手法,把他

喜爱的葵诗意的带到观者眼前,画面中

意境苍凉,向日葵挺直腰杆迎风而立,他

笔下的葵就像一座座历史的丰碑,同时

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民族精

神。许江画面中粗犷、激昂的葵体现了

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影响,他在“文革”中

长大,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

程,因此在借鉴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形式

时他融入了他们那个年代的时代精神,

葵正是那个时代集体性的精神意象。 

新表现主义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综合材料上的巨大革新。受到新表现

主义影响的中国当代油画家们大都借鉴

了此流派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和运用综

合材料等特点。张国龙是这个时期实践

综合材料的代表画家之一,其作品非常

关注材料的研究,他钟情于象征着东方

的黄土、砂石、宣纸、碑帖拓片等材料。

其作品《厚土》中蕴含着强烈的东方味

道,画家在德国学习基弗的语言形式时

受到了启发,学成归来后他就开始创作

《厚土》系列作品,艺术形式手法明显受

到了基弗的影响,但又呈现出了本土化

的语言特色。《厚土》体现了对长城这一

中国符号的新的表达,具有十足的东方

文化气韵,张国龙虽然从西画中吸取养

分,但却顽强地表达着中国黄土地上的

灵魂。前往德国留学并深受新表现主义

影响的画家还有周春芽,他是最早进行

形式语言探索的画家之一,国外的生活

以及学习经历让他对中国传统艺术与西

方绘画技法有了新的认知,其代表作《太

湖石》《绿狗》系列集中展现了他能够将

当代和传统完美糅合的功力。 

此外,闫平、申玲等女性画家也是进

行油画本体语言探索并取得不错成就的

代表。闫平的作品用笔泼辣、色彩明艳

主观,她倾向于自我的表达,与新表现主

义的个性化特征不谋而合,闫平有着扎

实的中国书法底蕴,她的画面中比之西

方画家更具有中国写意绘画的生动气

韵。同为女性画家的申玲,她的作品表现

形式十分注重感官效果,她刻画的人物

有着独特的面部表情和夸张怪诞的特质,

设色单纯,线条凝练,有着强烈的表现欲

望。以上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均体现了新

表现主义的美学风格但是绝不是生硬的

照搬,油画虽然是一种“舶来品”,但中

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在引进的过程中仍然

秉承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观

念,对西方的新表现主义进行了有效的

借鉴,在中国的语境下建立起自己的新

的艺术语言,丰富了中国当代油画的创

作模式。 

3 结语 

在对德国新表现主义的探索吸收中,

中国的油画家们需要更加主动的挖掘

“新表现主义”所蕴含的哲学内涵,深入

思考如何在艺术语言上加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并融入创作,思考艺术与文化的

内在联系,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土壤中

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本土油画,充

分展现中国意象表现油画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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