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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互动
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启示

何小勋
( 南京艺术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中国油画由于早期异质文化源流的历史背景，在内在文化属性的认同方面经历了最初的“西洋

画”到“民族化”再到“中国油画”的历史流程。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自身文化身份意识对具体

的艺术创作有着莫大的影响。以 20 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与非洲艺术之间的互动情态为参照，可以为当代中

国油画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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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这一艺术样式，由于最初的“舶来品”身

份，在 19 － 20 世纪之交时的早期油画，即使是中

国画家的油画，也是被叫做“西洋画”的。20 世纪

50 年代后又出现了“民族化”的提法，着意强调油

画的中国文化身份。但无论是其理论还是作品，

刻意的标签化印迹都太过明显。近年来，“中国

油画”成为一个被广泛通用的名称，虽然这个提

法已经比较笼统与平和，但还是能感觉到内在里

对自身文化属性的坚持与强调。深究其原因，除

了政治因素之外，难以摆脱的潜意识的弱势文化

心理是主要的内在原因。
回顾其间所经历的种种，在中西文化比较的

背景下，文化心理层面的轻视或钦慕、对抗或妥协

一直伴随着历史长河的奔腾喧嚣或静水深流而往

复流转。这种复杂的文化心态虽然也在其他艺术

样式( 如音乐、舞蹈等) 中有所体现，但都未曾像

在油画中所呈现的那样强烈和多变。而且，随着

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继续深入，艺术中的文化比

较问题会更加具体和尖锐。中国油画在当代社会

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环境中，如何应对与外来异

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在很多情境或者很多事件

中，最根本的不是方法和手段的技术问题，而是态

度和胸怀的心态问题。
反观西方艺术，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便绝少这

种“患得患失”的弱者心理。从洛可可风格时期

的中国元素，到浪漫主义的阿拉伯文化情节，再到

后印象派时期的日本浮世绘，西方艺术对异国情

调并不排斥，甚至会很积极地应用于自身的语言

样式之中并加以发挥。如洛可可艺术中法国的园

林建筑和家居装饰，在吸收中国曲线图案的样式

之后，进一步强化了线条的繁复和图案的华丽程

度，色彩也比原来更加艳丽多彩。尤其是 20 世纪

之初，西方现代艺术对流传在欧洲几百年来的非

洲艺术的借鉴和吸收，更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中非

常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

一、非洲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互动

非洲艺术其实很早就开始传入欧洲，从 15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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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葡萄牙人开始，一批批的探险家和殖民者以各

种手段获取了大量的非洲艺术品，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非洲本土留存的艺术品远远落后于流传

在欧洲各个公共和私人收藏机构中所拥有的艺术

品。但直到 20 世纪初，非洲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

响才开始显露出来。在此之前，欧洲艺术的风格

在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下，已经有了一段时期以

来的对异域风光的关注( 如德拉克罗瓦笔下北非

的风土人情、高更笔下的塔希提少女等) ，但这些

影响更多是表现在题材和主题层面，尚未涉及整

体的艺术观念。及至 20 世纪之初，随着现代艺术

潮流的到来，非洲艺术开始进入诸多前卫艺术家

的视野。所以，与其说是非洲艺术影响了西方现

代艺术，毋宁说是西方现代艺术在进行观念和语

言的革命时在非洲艺术中发现了有力的证据和极

大的鼓舞。毕加索在回忆 1907 年与德朗一起参

观巴黎人类学博物馆时的说道: “那些面具……
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我长时间地盯着他，终于

慢慢明白过来，某种深刻的转变正降临到我的头

上。”［1］从后来毕加索的一系列作品 ( 如《亚威农

少女》、《费尔南德头像》、《卡思维勒像》等) 来

看，这种“转变”确实是非常“深刻”的，决不仅仅

是语言样式的创新。从完全被解构了的形象和空

间里，这种语言创造出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样

式的意象。这种意象几乎与现实没有直接关联，

完全得益于艺术语言的神奇魔力。西方艺术从此

真正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模仿者”的身份，成为

可以独立自主进行创造、生成和变化的生命体。
从美术史的情形来看，还有一大批艺术家也受益

于非洲 艺 术 和 文 化 的 启 发，如 安 德 烈·德 朗、
亨利·马蒂斯、乔治·勃拉克、莫迪里阿尼、郁特

里罗等。可以说，非洲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观念

和语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这种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全面是指在语言

形式上，非洲艺术以其直接的象征意味启发了西

方现代艺术在语言的抽象性和精神性双方面的革

命。现代主义的文化心理需求不再局限于单向性

的模仿性语言和技术，反传统的文化潮流使得现

代艺术对语言的精神性非常重视。这种精神性指

的是语言形式独立的建构能力，尤其是对超越现

实情境的意象的建构能力。非洲艺术在一定程度

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方式，这种象征只保留了

物象最合目的性的那一部分因素，其他的自然性

细节全部归于所要表达的精神指向之中。西方现

代艺术正是在这种启发之下，进一步强化了在印

象派和后印象派时期 ( 如塞尚、高更、梵高) 就已

经出现的追求色彩和造型主观构成的倾向，形成

了后来基于更强烈的个性化倾向的语言形式。抽

象性其实和精神性的目的是一致的，艺术语言中

的抽象因素其实一直存在于美术史的各个时期，

但只有在现代主义阶段才开始进入完全意义上的

自觉发展。黑格尔对艺术类型进行区分的基本原

则之一就是“独立自足性”的成熟与否。按照这

一观念，抽象艺术可以看作艺术发展的最高层次，

当然，这仅仅是就其类型来说，并不代表艺术水准

的高下。非洲艺术由于其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环

境，一直保留了比较单纯的风格样式，其语言的抽

象性因素对于 20 世纪的西方艺术来说，恰好提供

给他们一个推翻古典艺术观念和语言的“活标

本”。对正在经历像塞尚一样的苦苦思索的西方

艺术家来讲，非洲艺术的样式正好契合了他们一

直以来苦思而不得的理想范式。毕加索自己也承

认:“摆在我画室的非洲雕刻对我的事业来说比

模特儿所起的作用更大。”［2］

而“深刻”则指在观念层面。西方现代艺术

经由 19 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
印象主义等等尝试和探索之后，终于在观念层面

彻底形成了对以往传统模式的解构。即艺术成为

独立的语言方式，而非对自然的视觉模仿。文学

性的描述目的被现代艺术所抛弃，纯粹的视觉性

本体语言直接指向精神世界的阐释和构成。非洲

艺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和诱因之

一，使艺术成为人类语言的基本形式，而非此前的

装饰品和娱乐方式。沃伦·罗宾斯在谈到非洲艺

术时说:“只要把非洲艺术看成一种以造型为方

式的语言，那么它就很容易为人所理解。在非洲

的传统社会缺乏文字语言的情况下，这种语言所

起到的作用如同西方社会中的文学、世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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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或者教会法案等所起的作用一样。”［3］或者

可以这样说: 人类早期的绘画艺术都具有这种象

征性的、以精神和观念表达为目的的特征，只是在

后来由于文字和其他抽象语言的发达，绘画艺术

的这一功能逐渐被弱化了。尤其是在文明成熟较

早、知识和学科分工细化的社会，绘画逐渐成为一

种单纯的图像模仿，如欧洲从文艺复兴以后的那

样。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文化的反思使得对绘画

的精神象征功能和语言的抽象因素又“回归”为

一种迫切的需要。而非洲艺术恰好成为一种现成

的样本，对西方艺术在观念转型方面提供了急需

的证据支持和素材参考。这也是为什么非洲艺术

在欧洲流传了几百年，直到 20 世纪初才得到真正

的重视的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西方现代艺术的自身变革欲望是

内在的前提，而非洲艺术是外在的诱因之一。西

方现代艺术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其语言和观

念的构成方式，但内涵完全是建立在自身文化衍

变的主轴之中的。
从反向的视点来看，非洲当代艺术在语言和

观念上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20 世纪后

半叶开始，非洲当代艺术逐渐进入国际视野: 从

1989 年 的“大 地 魔 术 师”( The Magicians of the
Earth) 艺术展，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探索非洲

展”，1990 年的“非洲艺术典藏”( The Contempora-
ry African Art Collection) ，2005 年“重组非洲展”，

2009 年台湾“邂逅: 非洲当代艺术展”，2011 年赫

尔辛基“改变你的认知———对非洲及当代艺术”
展，到后来非洲各个主要城市的双年展 ( 如哈瓦

那、达喀尔、约翰内斯堡等) ，体现了后殖民时期

在全球化趋势下，非洲艺术在本土性和当代性之

间的思考与探索。相对于西方现代艺术对非洲原

始艺术的借鉴，非洲当代艺术更多的是以西方现

代文化形态与自身的差异为主题的，这一点也和

中国当代艺术在 80 年代以后的某些内容很相似。
由上述内容来看，非洲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

之间的互动不是简单的相互影响，其目的和途径

各有用意。从西方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看，在身处

新旧之交的 20 世纪之初，由于传统信仰和文化观

念的变革，艺术在逐步褪去古典风格色彩的同时，

新的样式和语言不可能完全由内在的动因生成出

来，对既存的、符合创作理想的同类艺术的摹仿、
学习、借鉴便是主要的外在手段之一。Wolfflin 有

言:“在艺术史上就风格而言，艺术对艺术的借鉴

比艺术对直接模仿自然的借鉴要多。”［4］尤其是

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独立的学科门类来

说，艺术发展史的早期阶段或许从现实自然直接

模仿的成分居多，但越到后来的成熟状态，学科本

体的自觉变化才是推动发展的主因。早期的西方

艺术家正是在非洲木雕、面具上面，发现了与自身

追求相关联的因素，才有了对其抽象性语言与内

在精神表达的借用和发挥。但其最终的风格走向

仍然是在西方艺术自身的发展线路上的，并未因

为借鉴 了 非 洲 艺 术 而 成 为 20 世 纪 的“原 始 艺

术”。而非洲艺术在已经客观化的、不可逆的现

代文化潮流中，必然会产生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交

往。这些交往中肯定会产生从文化观念乃至语言

习惯方面的差异性冲撞，一味的强调自身或者迁

就对方都不是合理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从具体

的作品来看，非洲当代艺术比较开放地展现了这

些差异、矛盾甚至是担忧和烦恼。从文化价值观

的角度来看，西方艺术理性、客观化的传统也是对

非洲艺术一直以来比较宏观的语言方式的补充。
非洲艺术在 15 世纪之前一直存在于相对比较单

一、封闭的文化环境中，与西方艺术的互动，有助

于对自身特征产生更鲜明的认识，并且使观念和

语言更加多元化。但究其最内在的价值观念而

言，非洲当代艺术的价值观核心仍然是从自身的

现状出发的，并不会因为对西方现代艺术语言的

应用而变成西方样式的“非洲版本”。

二、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油画

非洲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之间的互动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为中国油画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些有趣

的思考。比如说以前的“民族化”和近些年来的

油画的“中国学派”( 或曰“中国气派”) 等提法，

都与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观认同有关。应该说，无

论是“民族化”还是“中国学派”，虽然在口号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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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范围和内涵容量层面有着一定的差别，但所秉

持的底线是一样的，那便是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坚

持，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句

诗可以做种种解读。此时不妨看作一种普遍的认

识论和方法论手段。一种单一、单向性质的物质

或机体的活动总是受到自身的局限难以产生本质

的创新，如果没有外来的激发，仅靠自身的变化，

很难摆脱往复循环的状态。很多时候，在突如其

来的外因刺激下，最易形成更为宽阔的视野和意

外的收获。艺术活动亦然。艺术是文化观念的表

现形式，文化行为则是价值观的表象。单一或单

向性的价值观在自身社会活动的范围内固然不会

有错，一如千百年来的儒家教化在由帝王将相主

宰的农耕社会里总能找到恰当的理由继承衍变下

去，可一旦遇到气势汹汹、趾高气扬的西洋文化的

“奇技淫巧”、“坚船利炮”时，便会一刹那间被肢

解破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假如是在自发而

且对等的情境下进行，大多时候都会是愉悦而和

谐的。如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士人、百姓对其

引人向善的因果因缘道理是颇为认同的。后来的

“崇佛”与“灭佛”之争，更多是因为现实的利害因

素被夹杂进来，而不是因为佛理本身。但大多数

的时候，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是来自于

相互自发的意愿，而是伴随着政治、贸易、战争等

功利性的行为与目的。于是，在迫不得已的被动

交流中，审视、修正甚至于敌意、反抗都会包含在

弱势一方的心态里。油画在中国的百年际遇便是

这种文化心理的印证。
在大航海时代，由于中国与欧洲的距离遥远，

加上中国社会形态的相对封闭，双方之间的交流

较少。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具体的政治因

素，中国社会与西方有所接触时，文化心理深处的

自尊和现实中某些方面的客观弱势使得对交流中

的自身价值认同更为看重。这种心理在很多时候

会被有意无意地强化和纵容，有时在一定程度上

反而会成为阻碍自由表达的因素。比如“民族

化”的提法，如果只是当作整体艺术观念中的一

个因素也未尝不可，但假如刻意的要成为一个重

要的、主流化的样式，这个口号必然会带来诸如对

题材和主题的狭隘圈定。就像构图的平面化、色
彩的单纯化以及对造型、笔意等因素的符号化定

位。似乎这些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元素才是中国文

化身份的标志一样，除此之外，其他种种便失去了

标签式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学派”的概念要比

“民族化”的提法更具有包容性，对观念和语言的

限定更为宽松。但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

义和价值一直以来存在理论和现实上的争议，在

油画这一确切的西方本源艺术中着力的强调“中

国气派”，便 显 得 有 些 勉 强 和 尴 尬。J· Spector
说:“艺术并凭空产生，没有一个艺术家不依赖于

模式。与科学家和哲学家一样，它都是某种特定

传统的一部分。”［5］油画不能只是被视作简单的

一个物质层面的画种，在其身后逶迤而来的是其

所体现的西方理性、科学、实证主义的文化观念和

语言逻辑。我们接受油画，接受的不仅仅是其材

料和技法，还有其内含的观念和精神。在很多时

候，后者才是更为坚固和永恒的。而且，在中西方

各自本来的传统都已随着现代主义的到来面临重

构的时候，一味强调自身的既往价值观不免会显

得固执和狭隘。油画，即便具体到中国的油画，就

其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角色来说，仅仅是一

个很个体的、很小范围的活动机体和现象，她可以

在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方面体现出一定的中

国趣味来，但倘若要求她一定要全部自觉的汇聚

成一股气势凛然的“中国气派”来，并以此区别于

西方的情形，则显得过于迂阔和乡愿。因为中国

社会文化的关键命题，不在于对传统的解释和发

扬，而在于对当代现实问题的解决。所谓的传统

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重构。
与其刻意强调传统，不如诚实面对当下。

三、结 语

可以说，经过百年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

已经有了对中国油画品质和水准的自信。但这种

心态的基础其实还是来源于早期相对弱势的文化

心理。我们总是试图在观念和语言、形式与内容、
品质与技法层面和西方经典做比较。时代文化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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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不断发展，中国油画如果一直处在观察和跟

随的位置，必然难以表现出自身的气魄和魅力来。
与非洲相似的是，中国也是在外因的直接作

用下，自身相对独立和自足的社会文化结构被强

行打断，并非完全自愿地进入了现代时期。对于

文化交往中的外来因素，最重要的不是立即修正

和同化，而是在学习和研究基础之上的借鉴和应

用，充实自身，完善在内容和样式上的局限和不

足。对于已经身处现代文化潮流中的当代中国来

说，“中国油画”的价值首先在于她的“油画”精

神，其次才是“中国”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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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frican Art and
Modern Western A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il Painting

HE Xiao-xun
( School of Fine Arts，Nanjing University of Art，Nanjing 210013，China)

Abstract: Owing to its foreign origin，Chinese oil painting has，as far as its cultural identity is con-
cerned，un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painting from the West”to“domesticated foreign painting”and to
“Chinese oil painting”． As the awareness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x-
change has a great impact on specific artistic creations，s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modern Western art and
African ar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an offer enlightening implications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oil painting．

Key words: Chinese oil painting; African art; modern Wester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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