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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艺术的意义生成及其阐释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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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迈耶·夏皮罗是美国艺术史上的传奇人物,其有关抽象艺术的看法是启人心智的。 他从抽象艺

术产生的原因、与再现性艺术的关系以及抽象艺术的价值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抽象艺术的意义生成,并就抽象

艺术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评判标准。 在夏皮罗看来,抽象艺术是具有人性的,同时它的形式本身包含着某种

秩序,其形式背后寄托着艺术家的个人理想和某种普遍性的价值。 抽象艺术并不是无意义的,它的内涵要远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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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艺术自其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 它挣脱

了古典形式的藩篱,挑战了人们惯有的欣赏习惯,
排除自然的形式以及对于艺术品质的强调使其成

为区别于再现性艺术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关于

抽象艺术存在着诸多误区和偏见,除了直接从事

抽象艺术批评和实践的批评家为抽象艺术正名

外,迈耶·夏皮罗对于抽象艺术的见解是具有洞

见性的,他的努力使抽象艺术朝着“合法化”迈进

了一步,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抽象艺术有着建设

性意义。

　 　 一、抽象艺术的美学演进

当 1910 年康定斯基完成了艺术史中严格意

义上第一幅抽象水彩画时,抽象艺术已经走过百

年的漫长路程。 抽象艺术,顾名思义是指艺术形

象不直接表现自然对象外观的艺术,与具象艺术

相对应,一般也称为非具象艺术。 虽然抽象艺术

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核心组成,但其发展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同其它的艺术流派一样,抽象艺术也经

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甚至相较于其它艺术,
它的发展过程还要更加曲折。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原有的社会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都发生了改变,传
统的艺术表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艺术家的创

作需求,现代化的环境要求其在艺术创作和表达

观念上进行拓展和改变,再加上摄影技术等新技

术的出现,都在促使着抽象艺术这一新的艺术形

式的诞生。 抽象艺术的诞生不是偶然而是各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建立在西方众多艺术流派

的经验积累和众多艺术家努力探索之上的一个从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之前这些艺术流派的铺

垫,抽象艺术就不会产生。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浪漫主义,没有浪漫主

义对于当时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反叛,没有“为
艺术而艺术”的号召,没有对个人情感的偏重和

对艺术表现性的推崇等等,就不会有抽象艺术日

后发展的可能性。 正是浪漫主义,极大地丰富了

人文精神的内涵,颠覆了资本主义旧有的理性原

则,挑战了“模仿论”的权威性,等等。 除了浪漫

主义,印象主义对于抽象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至

关重要的,西方近现代有了对“抽象美”追求的倾

向就是从印象主义开始的。 印象主义出现在十九

世纪后半期,致力于客观地描绘视觉现实中的瞬

息片刻,忠实反映光色的变化。 从一些诸如莫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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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奈、雷阿诺等有名的印象派画家的画作中就可

见一斑,他们的作品描绘的是主观化了的客观事

物,客观对象的写实不再是他们的创作需求,
“光”和“色彩”才是他们的创作目的。 他们在艺

术上的创新撼动了传统写实主义绘画系统的统治

地位,促进了多元化标准的逐步确立。 之后出现

的野兽派、立体主义,虽然它们不算真正的抽象艺

术,但它们都是由具象艺术到抽象艺术过渡的桥

梁,为抽象艺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其中,野兽派

的代表人物马蒂斯和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毕加索

这二人对于抽象艺术的启发是极大的。 野兽派的

画风强烈,用色大胆,主要原则就是通过颜色起到

光的作用从而达到空间经营的效果。 马蒂斯更是

将野兽派的绘画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吸收

了塞尚、梵高等人的绘画经验,用色彩、线条以及

夸张的形体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同时,他还努

力在立体主义中寻求新的绘画养料。 比如马蒂斯

的代表作品《舞蹈》,画中的背景是蓝色,意味着

八月南方碧蓝的天空,绿色让人想到翠色的绿地,
朱砂色则是人物健康的身体,画中的人物手拉着

手围成一个圆圈,四肢疯狂地挥舞着,充盈于画面

的是原始的纯真粗犷。 相较于野兽派,立体主义

在释放形式、解构三维立体空间方面表现出更为

彻底的革命性。 立体主义追求的是几何体排列组

合产生的美感,立体主义艺术家通过不同的角度

来描摹对象物,将其置于同一个平面之中,通过对

象物各个角度的交错迭放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线条

和物体形状,不依靠感性认识和视觉经验,而是将

目光聚焦于艺术本身。 毕加索的造型方法就是通

过一个画面来同时表现人的所有部分,人物的脸

和背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上,打破了通过一

个固定视点去表现形象的传统画法。 如《亚威龙

少女》,毕加索放弃了对人体的真实描写,整个人

体由各种几何化了的平面装置构成,通过变形,赋
予了画作别样的魅力。 从利亚·迪科尔曼在纽约

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的特别展览“发明抽象 1910
至 1925”将毕加索的绘画《弹曼陀林的女人》放在

展览的开始位置就足以看出立体主义对于抽象艺

术的影响[1]。 正是这些艺术流派的推动和艺术

家们的努力,才会在 1910 年诞生第一幅来自于康

定斯基的抽象艺术作品。
康定斯基独具特色的抽象画,开创了抽象艺

术的先河。 他认为“现代艺术绘画的画面构成,
不应只按照物象的表面性原则,而是应按照画面

的内在结构原则。” [2] 因此,他的绘画常常会以强

烈的色彩和不规则的线条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主

观精神,展现自己的内在需求。 除了康定斯基,马
列维奇、蒙德里安等都对抽象艺术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探索,特别是蒙德里安,他认为艺术应该抛弃

外在的自然形式,用几何图形作为艺术表达的基

本元素来表现抽象精神。 虽然其作品大多是一些

水平和垂直线条交织的图案配以红黄蓝、黑白灰

色彩,但其呈现出来的运动感和秩序化是这种新

的造型方法所独有的,比如他的《线的构图》 《百
老汇爵士乐》等作品,都能体现他对于符号的掌

控性。 在抓住最大程度的随机性的同时,还需保

持这些符号之间的相似性和融贯性,以此实现画

面既有秩序又有运动的感觉。 除了这些代表性的

人物之外,抽象艺术还有众多追随者,正是因为这

些人共同的努力,才使得抽象艺术呈现出丰富多

彩的样貌,焕发着生机与活力。
抽象艺术作为一种具有建设性贡献的艺术形

式,通过非再现性的色彩等绘画元素来传递审美

情感,大大丰富了艺术表现的手段,扩大了艺术的

审美领域,拓宽了艺术的评价标准。 但其发展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现在,也还是处于争议之

中。 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抽象艺术难以被人

理解。 首先,抽象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
其它新事物一样,从诞生起就必然会直面很多挑

战,比如受到维护传统艺术的顽固派的打压,面临

艺术家们等圈内人士的考察和审视以及普通群众

的观望等。 其次,是抽象艺术自身的艺术特征所

决定的。 区别于具象艺术对于客观现实的再现,
抽象艺术不再奉传统的模仿说为圭臬,主张用抽

象的形式来表现艺术家内在的需求,强调绘画的

表现性。 对传统绘画形式的颠覆,超出了人们惯

有的欣赏习惯,使得人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理解

困难势必导致交流困难,直至放弃交流,从而阻碍

了抽象艺术的进一步传播。 再次,抽象艺术对于

艺术家们和观众们的艺术素养有一定的要求。 优

秀的艺术家可以呈现好的抽象艺术作品从而保证

抽象艺术作品的质量,而观众作为艺术作品的接

受者,需要一定的艺术素养才能获得对于作品的

代入感,体会抽象艺术的魅力,这也是抽象艺术被

称为精英艺术而不是通俗艺术的原因,因为只有

受过良好艺术熏陶和文化教育的精英阶层才能有

理解抽象艺术的可能。 最后,市场上的抽象艺术

存在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损害了抽象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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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形象。 有些打着抽象艺术幌子实际上只是画

家对于抽象艺术肤浅地理解和拙劣地模仿,正是

这些作品的存在,拉低了抽象艺术的整体质量和

水平。
虽然抽象艺术由于多种原因经历了重重坎

坷,但它没有沉寂或消失,而是愈加生机勃勃,甚
至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说明抽象艺术有着其

它艺术不可比拟的优势和价值。 因此,打破对抽

象艺术的偏见,正确地看待抽象艺术是很有必要

的。 夏皮罗作为美国艺术史家的代表人物,他对

于抽象艺术的看法是启人心智的,他的努力使抽

象艺术朝着“合法化”迈进了一步,对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抽象艺术有着建设性意义。

　 　 二、抽象艺术的意义生成

对于抽象艺术,人们有很多的偏见和错误认

识,针对这些看法,迈耶·夏皮罗发表了文章《抽
象艺术的性质》,从社会、历史等角度给读者厘清

了头绪,用他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让人们对于

抽象艺术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为抽象艺术的进

一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夏皮罗比较关注的抽

象艺术产生的原因。 一种艺术形式是如何产生

的,这是艺术史家分析一种艺术形式最先需要考

虑的问题。 关于夏皮罗的抽象艺术观,在他与巴

尔的分歧中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巴尔关于抽象

艺术的观念从根本上说是非历史的,他没有建立

艺术及其条件之间的联系,认为抽象艺术的产生

和它所处的社会毫不相关,“现代艺术的历史被

呈现为艺术家们当中的一个内在过程;抽象艺术

之所 以 兴 起, 是 因 为 再 现 性 艺 术 已 经 穷 尽

了” [3]229。 这种“穷则思变”的理论乍看有一定的

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如果每一种新的风格只是

对之前风格的反动,那么就不会同时存在浪漫主

义艺术与现实主义艺术,就不会有抽象艺术和再

现性艺术的争相媲美。 每种新风格是对前面风格

逆反的观点是不充分的,是简单机械的,“它无法

解释新运动的特殊方向和力量,也无法解释其独

特的功能、范围和目的” [3]230,无法说明为什么反

动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出现,也无法说明为什么

伟大的历史风格会和社会史的机械化分相对应。
夏皮罗认为,“对一种现成艺术的剧烈反动,只有

当这种艺术对拥有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观看方式的

艺术家们来说已经不再充分的时候,才有可能。

但是,在这种内在的、反题的意义上,反动远不是

什么文化的内在而又普遍的特征;这种反动只有

在强有力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 [3]231。 夏皮罗

充分肯定了艺术家所处的社会条件对艺术风格演

变的重要作用,并花大量篇幅论述印象派的诞生

来印证此观点的正确性,比如早期印象派中将艺

术看作是纯粹自娱自乐的观念就与新兴的资产阶

级有关,传统的艺术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创

作需求,他们需要想象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传达

他们的心理诉求,对于形式、理念的逐步更新,才
会有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印象主义。 因此,风格的

演变绝对不是艺术自发的行为,它和社会等外部

因素息息相关。
其次,是夏皮罗对写实艺术和抽象艺术之间

关系的思考。 在巴尔看来,写实艺术是对自然再

现的被动式行为,是非艺术的;抽象艺术是不受客

观对象限制的纯粹审美活动,是艺术的,它们之间

是对立的关系。 夏皮罗很显然不同意巴尔的这个

观点,他认为“照相式”的再现和不受经验制约的

“纯粹艺术”都是不存在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比较

极端和片面的。 抽象绘画作品中也会有具象的成

分,只是这些具象成分不像写实绘画作品那般直

白显现,它们往往被有意地隐藏甚至是隐蔽起来。
写实艺术和抽象艺术之间并非对立矛盾、不可调

和,而是一种互相供给、彼此交融的关系。 无论是

写实艺术,还是抽象艺术,都来源于客观世界。 写

实艺术是以真实再现客观世界为目的,因此写实

主义的绘画作品会极力地表现客观事物的真实面

貌,而抽象艺术虽然是排除自然的形式来进行表

现,但它们也没有离开客观世界,离开生活,只不

过这个客观世界变模糊了,呈现在画家笔下的是

被撕碎、解构和重组后的客观事物。 写实艺术和

抽象艺术也都承认艺术家心灵的统治地位,只是

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前者承认艺术家的心灵

通过透视和色彩渐变的一系列抽象的计算,在一

种狭隘的、私密的领域中来精密地重建世界;后者

则承认艺术家的心灵那种在自然之上强加一种新

形式的能力,或者自由地操纵抽象的线条和色彩

的能力,再不然是根据微妙的心灵状态来创造相

应的形状的能力” [3]237。 抽象艺术的反叛并不意

味着对前辈艺术的决裂,而是出于表达内在需要

的渴望,需要有一种新的形式,新的风格去服从于

当时的心境,去适应新的价值和观察方式,抽象艺

术的绘画方式就是艺术家依据自身经验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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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准则。 选择写实艺术还是抽象艺术是艺术家

立足表达需要而决定的,是依据历史趣味的变化

而变化的。
最后,抽象艺术并不是无意义的,它有着其他

艺术无可比拟的价值。 大多数不理解抽象艺术的

人认为抽象艺术只是画家随意地涂抹,在那些线

条和色彩组合而成的扭曲、奇怪的形象背后没有

什么实际的意义。 其实早在抽象艺术诞生之前,
形式主义美学关于线条、色彩等形式元素意义的

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很多现代批评家对此都发表

过自己的看法。 罗杰·弗莱强调要从这些形式中

去把握、感受艺术家的情感,在弗莱眼中,色彩、线
条等形式都是有生命力的。 贝尔也在《艺术》一

书中提到了“有意味的形式” [4]4,这些形式的组合

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迈耶·夏皮罗在此基础上有关图像—符号中非模

仿性因素及其在符号中的建构作用的见解更是凸

显了形式在绘画作品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形式对于

艺术家创作表达的重要性。 图底、位置、尺寸等都

可以参与画面意义的营造和作品整体意义的建

构,更不用说这些线条、色彩、笔触等形式元素,每
个形式元素都有其特定的内在声响和蕴含其中的

丰富内涵。 我们不能因为抽象艺术这种不符合大

众审美习惯的呈现方式就否定了抽象艺术的价

值,通过对一些抽象作品甚至是最简单的抽象几

何图形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存在是不可

复制的,在看似无序组合的背后其实都是画家精

心努力的结果。 康定斯基选择和他心灵状态极度

契合的色彩、图案来进行自己内心世界和情感情

绪的抽象表达,蒙德里安自创了一种以垂直、水平

线条为基础,以红黄蓝三原色为根源,在对立与统

一的画面中去寻求单纯的色彩配置和精心的规则

构图,这两种被称为“热抽象”和“冷抽象”的不同

的抽象风格都是艺术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创作

的,都是艺术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社会情境

作出回应的结果[5]。 很多抽象作品虽然将绘画

对象的自然特征抹去,但我们认真品读仍然可以

从中获得某些信息和某种力量。 比如弗朗兹·克

兰的作品《无题》 (图 1),没有鲜艳的色彩,只有

黑白两种对立鲜明的颜色,初看会以为是画家拿

着油漆刷的直性涂抹、一挥而就,但稍加观察就会

发现黑色线条图形是由方形和多个三角形构成,
三角形和方形交错其间,构成了朝各个方向的力

在互相撕扯,给人一种巨大的张力,仿佛是一个卫

道士在严守着正义之门。 再如蒙德里安的《灰

树》(图 2),树枝、树干几乎撑满了整个画面,虽然

它们不是自然界中的形态,但这种高度抽象化的

图形还是能够给观者传达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努
力生长,自强不息。 在意识到艺术家的主观条件

对于抽象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忽

视抽象艺术对于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的承载。 里

维拉就曾在《现代艺术中的革命精神》中提到艺

术都是政治的宣传,即使是那些“非政治艺术”的
纯粹抽象,也都含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6]407,只
不过这种意味不像写实艺术那般的直接明显,
“抽象艺术一般不通过图像直接承载社会政治内

容以显示其意识形态立场,它的政治性是一种内

在的” [7]。 从抽象艺术的形式特征就限定了它的

受众群体,不是大众,而是精英阶层,是有着一定

经济实力和文化修养的这类中产阶级群体,因此,
抽象艺术体现的是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 它对于

社会政治内容承载不是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而是采用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去反映,比如马

列维奇的绘画作品,他找到了一些正方形、圆形、
三角形作为其艺术表达的新的象征符号,取消人

们习惯欣赏的对象而换以纯粹几何图形可以使绘

画作品中要素的表现源自它们本身的存在而不是

客观的物象,从而更充分地唤起这种与周围环境

没有关系的情感本身以达到一种理想的永恒状

态。 马列维奇的这种追求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

切相关。 当时,处在俄国十月革命变动前的知识

分子受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影

响,再加上对现实社会的失望,他们彷徨、焦虑,对
未来没有期待和信心,因此他们逃避现实,想要在

艺术中去寻求精神的寄托,这时纯粹的艺术形式

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远离我们熟悉的客观世

界,在艺术中去重塑理想世界,实现他们的理想抱

负。 这也是为什么在马列维奇的一些有关抽象艺

术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他想要改造社会的决心和

服务于人民的理想与热情。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抽

象艺术能以如此迅速的势态占领西方社会的背后

是配合政府的无声宣传,但说其只是空有形式而

没有其它意义一定是不合理的。
抽象艺术是如此的复杂丰富,因此,夏皮罗才

会认为,“说抽象艺术仅仅是对已经穷尽了的模

仿自然的反动,或者说是发现了一个绝对的或纯

粹的形式领域,乃是对这种艺术的正面价值及其

潜在能量和运动资源的无视” [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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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弗朗兹·克兰 《无题》

图 2　 蒙德里安 《灰树》

　 　 三、“去蔽”后的形式逻辑及阐释秩序

抽象艺术用一些非再现的形式、色彩等元素

去构筑令人困惑的画面来传达艺术家的审美情

感,这种绘画上的突破性和创新性是很难在短时

间内被大众理解的,“但当这些饱含意蕴的抽象

形态进入受众的欣赏机制后,受众完全有自由选

择他们熟悉的方式来对这些抽象的情感符号进行

消化吸收”[5]。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艺术素养,展
开想象的翅膀,去理解这些不可捉摸的形象背后

的客观属性和本质意义。 对于抽象绘画作品的赏

析一直是艺术界非常热衷的一个课题,夏皮罗对

于抽象艺术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通过夏

皮罗对于抽象艺术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抽

象艺术在其杂乱形式背后深刻的内涵价值,体会

抽象艺术区别于再现性艺术的独特魅力,也能理

解为什么抽象艺术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被淘

汰、毅然前行。
夏皮罗针对抽象绘画非人性的指责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指责“来源于人们无法从

作品本身来看待作品,它们已经被来自其他领域

的概念搅得含混不清” [3]270。 对于艺术中的人性,

这些人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要知道“艺术中

的人性概念依赖于在时间进程中早已改变了的人

类的规范” [3]269,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

到一个普通的场景,甚至是一个色块,它都可以表

达“一个伟大的心灵集中一切意志力的品质和力

量” [3]269。 艺术中的人性取决于艺术家而不是他

所再现的对象,虽然再现的对象是其表现艺术中

人性的手段,但这不是艺术中人性的根本所在,艺
术中的人性应该位于艺术家之中,“是画家的构

成能力,是他将他的情感和思想品质强加在他的

作品之上的能力,赋予了艺术以人性” [3]270。 这与

梅洛·庞蒂的视看理论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梅

洛·庞蒂肯定了画家式的观看,画家凭借着对事

物敏锐的观察力使其目光保持着原初的视觉体

验,去发现世界的根本性力量,他们立足于原初世

界,不断建立自身与世界间的交流。 因此,画家不

是游走于事物的表象,而是揭示事物深度的丰富

性。 抽象艺术就是画家对于深度视觉的探索,相
较于再现性艺术,抽象艺术更加遵循这种真实的

视看体验。 再现性艺术通过对客观世界逼真的描

绘给观者带来了一个看似真实的观感体验,实际

上提供的是虚假的空间,而抽象艺术家用一些线

条、色彩等形式要素去消解图像具体的轮廓和细

节,在这种看似无序、随意的背后反而增加了画面

给人的冲击感,“画面上的事物似乎在不断地突

破自身的界限,向着不可见的深度渗透” [8],呈现

出艺术家主体与世界交织的状态。 抽象艺术家是

立足于所在的知觉世界,通过深度的视看,把对事

物的原初体验在画布上进行还原。 因此,抽象艺

术同再现性艺术一样具有人性,甚至要比再现性

艺术更加突出。 在再现性艺术中,描绘的对象是

极其重要的,虽然艺术家在绘制的过程中可以发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但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东西

还是要依附于他所选择的客观对象。 而抽象艺术

的艺术形式会赋予艺术家更多的创作自由,使得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

内心需求和心境的表达上,根据自身当下的创作

要求去选择相应的色彩、形式,这些呈现出来的活

的表现形式更为直接,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也更

加清晰可见。 正是如此,我们才能辨别抽象艺术

作品,发现不同抽象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以及不同

抽象艺术家的创作生命力。 抽象艺术并不是非人

性,相反,它拓宽了艺术家们对于心灵情感表达的

渠道,提供了不同于再现艺术的创作方法去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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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
除了抽象画具有人性外,抽象艺术对于秩序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通过夏皮罗在《蒙德里安:
抽象绘画中的秩序和无序》中对于蒙德里安画作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过于纯粹的结构抽象

背后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美感。 蒙德里安的目标是

要实现一种“纯粹关系”的艺术,他认为,“这些关

系在以往的绘画中被大自然的种种特殊性给‘遮
蔽了’,这些特殊性的东西只能妨碍观众从艺术

中发现普遍而又绝对的东西,而只有普遍而又绝

对的东西才是审美和谐的真正基础。” [3]277 因此,
他的作品给人的初印象是简单化的,甚至和机器

绘制有点相似,但就是这些简单图形的背后隐含

的是蒙德里安对于抽象艺术的理解和努力。 夏皮

罗首先进行分析的是蒙德里安的《白与黑的构

图》(图 3),在这幅图中,我们看到一个方块被放

置在菱形之中,但这个方块不是完整的,它是被截

取的,方块部分的缺失会给人一种不平衡的感觉,
这种不对称会让观者不自觉地进行观感的补充,
去想象菱形方块之外的区域。 夏皮罗细致地分析

了蒙德里安是如何利用其作品带给观者这种感受

的,以及这种不对称切片形式的观念来源,这种有

意的切割是与“观众的视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和德加的很多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9]。 他于

1930 年创作的《黄、红、蓝构图》 (图 4)在此基础

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作品添加了黄、红、蓝三原

色配合黑色格线构成的矩形框架,使得作品的色

彩和结构感凌驾于几何结构之上,充满着灵动和

生气,简单但富有变化。 蒙德里安通过巧妙的分

割和组合,实践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让有限的几

何图形和简单的色彩组合碰撞出了无限的韵律

感,整个画面的形式是和谐统一的,但就是在这种

宁静和平衡的秩序中充斥着异乎寻常的感染

力[10]。 夏皮罗分析的蒙德里安的第二幅作品是

其创作的一组《构图》,这组图已经不仅限于贯穿

在蒙德里安之前作品中的不对称的有意切割,它
有点像是从建筑窗户中看出去的景物,通过与博

尔纳《窗外的风景》的对比,我们更能够看到蒙德

里安这组图表现出来的主题以及他向纯抽象转化

的独特的表现方式,正如蒙德里安所说:“我一步

步地排除着曲线,直到我的作品最后只由直线和

横线构成,形成诸十字形,各个相互分离和隔

开” [11]154。 因此,在他的构图中我们会看到严格

的正交线和基本一定方向的坚定直线,这种经典

元素是只臣服于蒙德里安依据经验自己设计的规

则,是他在画布上的新建构。 说到蒙德里安作品

中的秩序感,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是他创作于

1917 年的《线的构图》(图 5),这幅图乍看混乱无

序,有些黑线单独出现,有些平行成对出现,有些

交叉等等,毫无规律可言,但当与计算机模拟的线

性构图放在一起比较时,我们仍然可以从它们貌

似无序的状态中发现某些规则,夏皮罗指出在这

些表面看起来像是随机构成的画面背后,“我们

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新颖的互动:垂直线与水平

线及其规则与不规则的组合,对称与分散的分布,
小单元与整体的品质” [3]297-298,随机性和规则性

在这幅图中是达到平衡的。 夏皮罗最后分析的是

蒙德里安的《百老汇爵士乐》(图 6),在这幅由垂

直线和水平线构成的网格之上,点缀着很多彩色

的小单元,用线条和色块来分割画面,打破了视觉

思维的稳定性,创造了空间的层次感。 以纽约这

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型,无数鲜

艳的小色块和活泼跳动的彩色矩形交织在一起,
作品明快鲜艳,既与活泼动感的爵士乐内在相通,
又展现了大都市的流光溢彩、纸醉金迷,给人一种

热情、跳动之感[9]。 通过夏皮罗细致的分析我们

在蒙德里安的这部作品中又一次看到了他的创造

力,正如文章结尾所说的那样,“在蒙德里安这种

建筑师的双面性之中———既要不断建构重复的、
有规则的单元,又要不断捕捉车水马龙、灯光闪烁

的永恒运动中的随机性———他达到了最大的自由

自在和绚丽多彩,离城市景观也最为接近。” [3]307

蒙德里安的绘画实践体现了他对美的追求,“美
的本质是什么? ……是和谐,是统一,是动态活动

的均衡,是形和色彩的张力,是相互及固有关系的

平衡在每一个真实的表现中创造了美” [12]21。 蒙

德里安的纯粹造型揭示的正是一种真正的美。

图 3　 蒙德里安 《白与黑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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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蒙德里安《黄、红、蓝构图》

图 5　 蒙德里安 《线的构图》

图 6　 蒙德里安《百老汇爵士乐》

　 　 仔细品味抽象艺术的形式,我们也能发掘抽

象艺术形式背后蕴含的丰富内涵。 贝尔认为打动

观者的不是形式本身,而是形式背后所暗示、传达

的观念和信息[4]9。 艺术家通过这些形式将内在

情感表现在画布上,观者通过形式进入作品之中

去感受艺术家的审美情感和艺术理想,形式成了

艺术家和观者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在形式中介

的作用下,艺术家和观众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康

定斯基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精神是

由外在显现的结构和隐性结构组成,外在的结构

是形式要素之间相互配合的结果,是内在精神的

依附物,隐性结构表达的才是艺术家内在的需求。
抽象艺术就有一种对心灵产生感染力的隐性结

构,它“负责传递和表达艺术的更为内在的含义

和精神,它闪现于人类丰富的心灵体验之中,或表

现为‘遮蔽’,或为‘截取’,但它们共同的愿望都

是传递更符合现代审美和抽象意义的内在精

神” [13]。 而要理解这一隐性结构,就需要对其外

在性的结构有一定的认知。 相较于再现性艺术,
抽象性艺术的形式理解起来会更加困难,其意义

的生成需要进行二次转码。 但恰恰是因为其无序

的、杂乱的形式组合,让艺术充满着别样的魔力,
往往能够给观者带来惊奇的体验和思考。 这种形

式的陌生化和对观者欣赏的阻拒性潜藏着质疑和

挑战,引发对观者的召唤,观者需要在具有一定审

美素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想象力,以新的角度观

察和体验,去理解这些可见之物背后的不可见之

物,使不可见者显现出来。 观者从可见中发掘这

种不可见,首先值得关注的就是抽象艺术作品中

所体现的艺术家的艺术理想。 抽象艺术放弃对形

式和内容的直接表达,转为对绘画内容暗示性、象
征性的创作追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创

作方式可以摆脱现实物象的干扰使其可以更加集

中地表达内在需求和艺术理想。 抽象艺术家用简

单的形式和色彩去创造一个立于自然本质上的艺

术,再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去传达构筑于其头脑中

的完美世界,以实践他们苦苦追寻的艺术理想。
以蒙德里安为例,蒙德里安生活在一个功利至上

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一个机械化、物质化的高

节奏社会,蒙德里安的作品却是异常的理性和冷

静,甚至还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艺术家显露其

中的社会责任感和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即通过艺

术建立一个绝对平衡和谐的未来世界。 蒙德里安

认为“生活在本质上是简单的,它可能会变得越

来越复杂,但它不能失去这种简单性。 而那种复

杂性需要被完善,简单是人类的完美境界” [12]90,
因此在蒙德里安后期的作品中,他都用最基本的

元素进行创作,画面的构成形式也多是几何图形

和线条的配合,最多加一些简单的色彩。 在这些

画面的背后是他对新世界的展望,在他心中,未来

的世界应该是和谐、平衡,一片安宁的,画布上表

现的只是这个新世界的一个片段,它的其它部分

将跟随观者的感觉无限延伸。 他用基本的形式语

言去描绘他艺术理想中的乌托邦,用新的抽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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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表现事物的本质,因为他始终相信:“在未来

时代里,纯粹的造型,表现在我们周围可触的实在

里,它将替代艺术作品。 但为了达到这点,向普遍

表象的定向和从自然的压制解放出来是必要

的。” [11]158 蒙德里安的艺术理想决定了他的作品

呈现方式,用高度抽象的艺术语言去表现无限的

世界,因为元素越简单,其包容性就越大,那么他

想展示的平衡、和谐、安宁的世界就越能给人想象

的空间。 除此之外,抽象艺术还具有某种普遍性

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宇宙和生命本质的探究。
例如康定斯基所强调的“和谐统一的宇宙意识”,
他“重视艺术创作中的‘客观表达’,即超越当下

时空的艺术精神的表达,他的内在需求理论不仅

仅是对艺术创作活动立时的反思,更是站在宇宙

永恒的角度,来思考超越时空的真正的‘艺术的

目的’” [13]。 因此,为了更好地遵从这种客观表

达,简单的艺术语言就至关重要,抽象艺术家通过

对世界的本质理解和对自然内在规律的把握,以
及这些艺术语言元素在艺术精神构成中的运用,
创造出一个精神的宇宙和栖居之地。 他们在作品

中所表现的平衡、和谐以及对秩序的追求,最终的

目的就是摆脱具象的零碎具体而实现宇宙的和谐

永恒。 在生命本质的探究方面,抽象艺术有助于

恢复人类的本真知觉。 梅洛·庞蒂认为知觉是人

类最原初的体验,只有知觉体验才使我们“重临

物、真、善为我们建构的时刻” [14]2,才“为我们带

来了物本身,没有经过文化过滤的原始状态的

物” [14]2-3。 在科学操作主义社会,个人的感知被

消解,写实主义绘画虽然也体现了人的知觉体验,
但这种知觉体验是比较固化的,画家主体和世界

之间的交流更多地是以世界为主的被动状态,因
为其要再现世界或是借世界去表达自己的精神情

感,而抽象艺术更多地是画家主体参与到这个世

界之中的主动式出击。 抽象艺术家立足知觉世

界,沉浸在自然之中,通过画布上的线条、色彩等

形式笔触去实现对事物形状、颜色体验的还原,实
现了自我与世界的交融。 通过抽象艺术“恢复人

对物体、对世界的知觉体验,是实现人的本真存在

的基本内容。” [15]

夏皮罗对于抽象艺术的细致分析无不体现着

抽象艺术的魅力,抽象艺术不是无意义的艺术,它
具丰富的内涵;不是随意的涂抹,它是艺术家依据

自身经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不是杂乱

无序的呈现,它包含着某种秩序。 同时在它可见

的形式背后寄托着艺术家的个人理想和某种普遍

性的价值。 需注意的是,抽象艺术虽然有无限的

魅力和相对稳定的欣赏范式,但其评价标准是开

放的。 作为艺术家的主体以及作为观者的主体虽

然无法摆脱所感知的客观世界和所给定的艺术文

本,但艺术家和观者依然可以依托知觉进行创作

或依据自身的审美素养解读出更多独特的涵义。

从夏皮罗的抽象艺术观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更

加立体的抽象艺术,它不是对再现性艺术的颠覆,
而是在再现性艺术的基础上寻求的一种更为自由

的创作方式以对当下的社会情境作出回应。 它的

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像其他艺术形

式那样昙花一现,而是屹立在世界舞台之上大放

光彩,我们从中可以感知它那勇往直前的创新精

神,正是如此抽象艺术才能永葆生机、焕发活力。
抽象艺术以抽象的形式和符号构筑了一个崭新的

情感世界、建构了一个理想大厦,是艺术思维在历

史进程中的超越[16]。 虽然在当今时代,抽象艺术

面临着科技、媒介、市场等冲击,但我们有理由相

信因为抽象艺术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时代会赋予

它新的涵义和发展形态,它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 只要其有益于社会的完善、人类的发展,满足

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它就能与其它艺术流派共

存,毕竟百花齐放才是艺术发展的最终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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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s Meaning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Centered on Shapiro’s Abstract Art Theory

XU Yijing1, HUANG Jigang2

(1. School of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Meyer Shapiro is a legend in American art history, and his views on abstract art are inspiring.
He discusses the meaning generation of abstract art from such aspects as reasons for abstract art, its relation-
ship with reproducible art and the value of abstract art, and puts forward his own judgment criteria for the in-
terpretation of abstract art. In Shapiro’s view, abstract art has human nature, its form itself contains a certain
order, and its form embodies the artist’s personal ideal and a certain universal value. Abstract art is not mean-
ingless, and its connotation is much richer than we have thought.
　 　 Key words: abstract art; Shapiro; meaning generation;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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