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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艺术审美取向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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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社会艺术中，审美趋势不断变化，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演变，都在不断地影响和重

塑人们的审美取向。通过探索，研究了在当代变迁中，绘画、音乐、文学等传统艺术门类的审美偏好所经历的发

展与变革，深入分析了审美取向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动态互动，阐释了个人价值观念如何塑造审美偏好，同时揭

示了社会价值观如何导向艺术审美的进步。研究贡献了理论基础，有助于洞察艺术审美取向在新时代的演变，并

进一步为艺术创作与审美教育给出了实际的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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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目前这个充满多元性、开放性和变革性的时代浪

潮中，处于一个社会环境。艺术这一人类文明的璀璨明

珠，正以空前的速度实现自我更新并与其他领域相融合。

艺术的范畴，从古代延伸至现代，自东方至西方，其界

限不断扩张；同时，评价美的标准亦逐渐丰富多彩。研

究旨在深入解析艺术审美趋势的演变过程，在众多艺术

表现形式中，精准捕捉时代波动，并为未来艺术作品的

创造及审美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启迪。

1 社会变迁对艺术审美的影响

艺术审美受到技术进步、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社

会制度等多方面的社会变迁因素作用，如摄影、电影和

数字艺术等技术的进展，对艺术创作的方式及其展示形

式产生了显著影响。技术的前进催生了从绘画与雕塑到

摄影、电影以及虚拟现实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变
[1]
。

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和艺术形式得以交流融合，

催生了新的艺术风格与审美标准。例如，在不同文化背

景的艺术创作，电影、音乐、绘画等领域，将东方与西

方的元素相结合，艺术创作得益于经济繁荣带来的资源

丰富和市场需求的增加。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商业

化和通俗化的双重挑战。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催生了

艺术品投资与收藏的热潮，这一现象既推动了艺术的商

业转化，也使其流行趋势愈发明显。艺术创作与传播受

政治体制、社会及文化政策的直接作用和影响。

2 新时代的特征

自 21 世纪起，全球社会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多

个领域经历了深刻的转变，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作新时代。

在当代，快速进步的科学技术已成为标志新时代的最突

出标志之一。互联网的广泛传播，配合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飞速进步，正对日常生活的模

式及社会架构带来深远的变革，诸如智能手机、社交媒

体平台、物联网设备以及无人驾驶车辆等技术，展现了

科技进步的诸多方面。

经济、文化、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联系与依赖

不断加深的现象被称作全球化、跨国企业的运营、国与

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人们跨国界的移动，共同构成

了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全球贸易额的增加，催生了全球

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在这一体系中，跨国公司扮演着重

要角色，它们的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趋

势中，个体的表达与独特性追求成为显著标志。在当前

市场环境下，文化产品种类的丰富化，伴随着个人品牌

塑造的日益重要，以及个性化消费趋势的逐步上升，形

成了互相影响的三元组。社会各个领域开始应用可持续

发展理念，这得益于环保意识的提升和对资源消耗问题

的日益关注，绿色能源的应用、循环经济的推行、环保

政策的执行。

3 新时代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社会文化受到了深远影响的洗

礼，得益于全球化进程，各种文化之间加强了交流与融

合，催生了多种新的文化形态和审美观念。跨越国度的

音影文学作品，以及国际文化节庆活动，均体现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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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传播与交流。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数据获

取与散布的流程变得更为开放和普及，从而提升了公民

对于公共事件的参与频率。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

公众对各类新闻事件的关注度加剧，网络空间中的讨论

活跃度提升；同时，在线政务服务的推广和应用，已经

广泛普及，极大地方便了民众的生活与办事需求。

艺术创作得益于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拥有了更

多元化的工具和素材，从而促使艺术形式变得更为创新

和多样化
[2]
。数字艺术的崛起、虚拟现实在艺术领域的

应用、以及跨媒体艺术作品的流行。在当前的社会文化

语境中，个体表达形式与价值观念的丰富多样性，已显

著塑造了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

4 新时代社会艺术审美取向的变迁

4.1 传统艺术审美取向的演变

审美文化现代转型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也是文化自

觉的表现。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传统艺术形式的审美方

向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显著特征，这种转变不仅展现

了传统艺术的延续性，同时也映射了其在新时期的创造

性发展，从原本注重描绘真实和技艺的传统绘画，演变

为当今更重视情感传达与艺术个性的创作趋势。在当代

视觉艺术领域，色彩的应用、图形的布局以及情感的传

递受到高度重视，其中抽象与表现主义风格占据了显著

地位，艺术创作者如毕加索、梵高、康定斯基等，其创

作从具象描绘渐进至抽象表现，映射了视觉艺术审美趋

势的演进。

从古典音乐的严格构造，到多样且具有特色的音乐

样式，传统音乐展现了一幅丰富的图景，新音乐形式如

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爵士乐等，逐步占据了音乐界的

中心地位
[3]
。从对故事叙述与修辞手法的偏好，传统文

学逐渐转向了对个体情感表达及社会话题探讨的重视，

当代文学领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囊括科幻、针

对女性题材的作品以及探讨后殖民问题的文学等多个

层面，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

孤独》，从宏大叙事的古典文学到细腻情感的现代文学，

文学审美在新时代经历了根本转变。在当代社会，依然

有诸多艺术创作者投身于诸如戏曲、书法和民间音乐的

古典艺术形式之中，以实现其继承与保护。在当前时代

背景下，艺术家们致力于将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及文化

因素相融合，从而催生新颖的艺术种类及表现手法，将

京剧艺术与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把传统书法和数字艺

术相融合，以及将传统音乐与电子音乐相融合，这些都

是传统艺术在新时代中传承与创新的体现。

4.2 新艺术形式的崛起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以及实

验艺术等新艺术形式的兴起，已经显著地影响了艺术审

美趋势和社会认可程度。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运用数

字工具进行创作的艺术类型，如数字绘画、数字雕塑、

虚拟现实艺术等多个领域，数字艺术在审美上的表现为

技术密集、交互性强，同时具备强烈的视觉感受力。数

字技术的运用使得艺术家能够创作出传统艺术手法难

以企及的视觉盛宴。在当代年轻群体中，数字艺术形式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得益于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的广泛

应用。数字艺术作品得以便捷地流传，并被更广泛的受

众所接纳。

新兴媒体艺术涉及利用互联网、移动设备、互动技

术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在网络艺术、

互动艺术、装置艺术等多个领域，新媒体艺术在审美上

表现出互动与参与的特质，并跨越多种媒体形式，艺术

家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创作出了可以供观众参与和互

动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科技与文化领域

广泛接纳了新媒体艺术，使其成为一种关键的现代艺术

表现形式。

在当代社会，艺术审美的转变表现在传统艺术形式

的持续变革以及新兴艺术类型的崭露头角。在当代社会，

历经变迁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继续绵延，并在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上，逐步偏离传统的写实技巧和审美取

向，进而聚焦于情感的充分表达与个性化艺术的探索。

新兴的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以及实验艺术等艺术形式，

正逐渐改变艺术审美和社会对这些艺术形式的认可程

度。

4.3 社会群体审美取向的分化

社会各阶层在审美观点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种

差异性不仅映射出文化的多元性，而且也展现了各类群

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代青年中，普遍体现出

一种包容性强的特点，他们易于接受新兴的各类事物，

同时在审美上也倾向于追求时尚、先锋以及独特性，热

衷于流行音乐及数字媒体的群体，对潮流艺术表现出较

高的兴趣
[4]
。在中年人群体中，审美偏好通常趋于稳定

与成熟，倾向于对经典元素、传统风格以及功能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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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的青睐。对于他们来说，古典音乐、传统绘画和

经典文学是三种备受喜爱的艺术形式。在老年人群体中，

审美偏好倾向于保持传统并怀念过去，更加欣赏承载社

会历史脉络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老年群体来说，热爱

戏曲、书法和古代文学等传统文化形式，这体现了他们

对民族艺术的浓厚兴趣。

在男性消费者中，审美观念往往倾向于对理性和技

术性的偏好，这一群体倾向于对高科技商品、机械领域

的创新艺术以及竞技性质的体育活动表示出较大兴趣。

在女性这一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倾向于感性和

情感的审美偏好，偏好反映在她们对时尚领域的设计作

品、充满情感色彩的文学作品，以及注重审美装饰的艺

术形式的广泛兴趣之中。在东方文化中，对于审美的一

般趋势倾向于认同和谐与内涵，这一传统在艺术表现上

体现为对山水画、诗词以及传统音乐的偏好；在西方文

化中，审美倾向于突出独特性、表达和气力，对抽象艺

术、摇滚音乐、科幻文学等范畴情有独钟，在地球村的

时代背景下，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在审美上展现出更加

丰富的多样性，他们倾向于欣赏那些整合了多种文化要

素的创作。

4.4 审美取向与社会价值观的互动

个体的审美取向，往往与其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紧密相连，是其内在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的一种反映。

个人的价值观念，诸如自由、平等及创新等，会直接作

用于其审美偏好。自由爱好者倾向于选择那些彰显自我

特性和无拘无束的艺术种类，致力于创新探索的人士往

往倾向于品味实验性和数字化的艺术形式；而倡导平等

观念的个人，更倾向于欣赏那些映射社会公正主题的艺

术创作。个体通过筛选特定的艺术成品，并对其进行审

赏，得以展示与加固自身的价值观念。艺术作品作为个

人价值观的展现形式，充当了关键的角色，自然主义艺

术作品的爱好者可能包括环保主义者，而女性艺术家的

作品则可能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偏爱。

社会价值观在多方面对艺术审美施加影响，进而塑

造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导向及其内涵。在当代社会主流的

价值观体系中，如集体主义、实用主义及经济建设的理

念，均对艺术审美的形成与变迁产生了显著的作用。在

社会评价中，艺术创作往往须契合普遍接受的价值观，

方可得到广泛的认同。在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背景下，

能体现群体利益及社会协调性的艺术创作，更可能得到

广泛的认可；在以经济增长为动力的社会背景下，更受

青睐的是那些能够推动经济进步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艺

术创作。

政府的政策制定及其对艺术的财政支持，往往映射

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价值观进行

塑造和引导。艺术形式和题材，受政策帮助，通常与社

会价值观相契合。政府所扶持能够保存民族艺术及文化

遗产的项目，其背后显现出文化政策对塑造社会价值观

的作用。在当代社会，普遍传播渠道对于艺术作品的推

广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些作品在符合社会伦理标准的同

时，亦塑造了公众的审美趋势。

结束语

深入探究现代社会艺术审美的演变，可见艺术与社

会、文化及科技间的互动正逐步加深，这一转变不仅体

现了艺术领域的创新性发展，也映射出人们内心深处的

审美追求，同时伴随着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建。在当前

时代背景下，艺术领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从而使人

们在审美方面享有更加广泛和复杂的选择。探索意在逐

步揭开笼罩于时代变迁中的艺术审美诸多层面之谜，详

尽考察了从传统至现代，从主流至亚文化，从个体到社

会各个维度中审美取向的多样化展现及其根深蒂固的

促动因素。希望这些学术探索能为艺术作品的生成拓展

更开阔的观察角度，为审美教学活动带来更新鲜的素材，

同时为社会文化的进步增添一份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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