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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句话说的是：要与靠谱或有本事的人合作。在这里，“有本事”

指的是一个人能够出色地干好他所从事的工作，“靠谱”则指的是一个人在

与人家商定了办事的原则与规矩后不会乱来、不会出格。我很赞同此话。实

际上这也是我多年工作的体会。所以但凡干事，我不仅会按此标准选择合作

者，还会按此标准选择协作者。而游江就是我经常的协作者。比如说，我在

为深圳美术馆策划一系列学术活动或为河北美术出版社主编两卷本的《新中

国美术六十年》，以及为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中华美术百年》时，他都是

我的协作者。现在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在主编七卷本的《中国当代美术全

集：1978—2008》（将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在 2017 年 10 月推出）时，我仍然

邀请了他作为第五、六卷的助理主编。从中足以见得我对他的看重与欣赏。

我与游江相识在 2006 年，当时，他是作为实习生来到深圳美术馆，主

要参与该馆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表现突出，工作任劳任怨，故

2007 年他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顺利被分到了深圳美术馆收藏研究部工作。

作为他的同事，我发现他显然是这个部门工作任务最重，且最为扎实的工作

人员。从协助办展到档案的整理，事无巨细，他都会十分认真对待，从不做

表面文章，也做得很有质量。

以上更多谈的是他的做人与对待工作的态度。其实，他在专业上也相当

努力，并没有将自己限于纯粹的事务中，这非常难得。据我所知，收录在这

本文集中的文章，全是他从自身工作出发，结合办展与工作实践撰写的。他

能从解惑的角度看书与思考问题，且谦虚好问，因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

与完全关在书斋里做文章的人很是不同，值得鼓励。从本文集中的文章来看，

游江很关注都市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化、大众文化，还有社会主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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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关系问题，此外他也对中国美术馆界工作的现状有所反思。

我认为，这些文章不仅立论新颖、角度独特，阐述也有相当的深度，看后是

对人有所启发的。相信大家看了文章亦一定会有同感。

游江还很年轻，以后的路长得很。希望他能够保持现在的锐气，不断攀

登艺术理论的高峰，进而取得更大成就！

是为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分析与思考 

001

分析与思考 

数字时代艺术创作与批评的转向

从商品拜物教、图像拜物教到符号拜物教

“微”体验与“微”叙事
—视觉文化情境下的后生代油画创作

水墨创新，一个伪命题 ?

反叛与超越
—关于中国当代青年水墨艺术的几个问题

意象之旅
—城市空间的当代水墨表达

当代语境下的形式转换与空间拓展
—从当代青年版画的创作现状谈起

试论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的图式转换与空间叙事

展览评述

图像转向与社会主义视觉经验
—从“再历史—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谈起

从“中国画”到“水墨艺术”
—写在“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之后

从“延续”到“拓展”
—写在“第八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之后

新中国画 VS 新水墨
—从“第九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策划谈起

目 录

001

002

010

018

033

039 

046

054 

059

065

066

073

081

086



构念的剧场    游江艺术批评文集

002

图像的背后
—写在“宁静致远—中国工笔画六人展”之后

传承开拓  取向多元
—从“青春心印—关山月美术馆青年工笔画展”谈起

图像经验的当代表达
—写在“混搭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之后

历史的图像，图像中的历史
—由“历史的图像—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引发的几点思考

碎片化时代下的拟像狂欢
—从“拟像的碎片—中国当代艺术展”谈起

现代都市在当今艺术创作中的呈现
—写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30 周年美术作品展”开幕之际

都市经验与当代艺术
—写在“都市镜像—当代艺术邀请展”之前

城市温度与视觉传达
—写在“温度—2015 当代艺术邀请展”之后

语境转换与艺术自觉
—写在“转境与位移—深圳当代青年本土艺术家交流展”之后

互动与反思
—从“第六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看中国的新媒体艺术

看得见的乐章  听得见的色彩
—写在“眼与心—2015 中国当代联觉实验艺术展”之后

传统技艺的当代转换
—从“流痕—中国当代艺术展”谈起

锐意创新  时代歌者
—写在“同舟行—深圳画院院展”之后

095

102

111

118

126 

133

142

148

156

166

173

179

186



 分析与思考 

003

美术馆学

因地制宜，因馆制宜
—当下美术馆、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机遇和挑战

本土艺术与美术馆的发展
—以深圳美术馆策划的本土展览为例

策展人与美术馆
—从深圳美术馆策划的活动谈起

藏品见证城市美术发展
—从深圳美术馆 30 多年的藏品收藏谈起

展览叙事
—从美术馆的专题陈列谈起

从传统到当代
—从深圳美术馆策划的系列当代艺术展谈起

公共教育是美术馆的鸡肋？
—关于当代国内美术馆公共教育若干问题的探讨

后  记

193

194

202

210

214

217 

223

229

235



 分析与思考 

001

分
析
与
思
考



构念的剧场    游江艺术批评文集

002

一、数字时代：数字化的生活与艺术

20 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为

基础的数字时代，数字媒体日益成为影响甚至左右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主要

新生事物。可以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数字化已经

成为新时代构造、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根本特征。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都充斥着数字化的色彩，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被数字技术一网打尽。如互联网

技术的应用使人们的沟通、交流、传递信息更加便利，而且虚拟的网络世界

也可以购物消费，和现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

现在，我们生活在数字技术的环境中，数字技术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数

字化产品，数字技术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运用带来人类活动的全球化，即把

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一种“地球村文化”。脑力劳动者的

很多活动，由于较少时空的依赖性，将能更快地超越地理的限制。数字技术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数字时代的生活更是多姿多彩。当今世界科

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随着计算机技术频繁地更新换代，信

息的数字化处理获得了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

种势不可挡的大趋势。

从手工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数字化技术时代，社会的这种变迁，使得

与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艺术不断发生着转变，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艺术的

形态和发展。艺术与数字技术正日趋结合，并且正形成一股狂潮冲击着人们

的视听神经。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艺术创作和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关

系也越发密切。艺术这种文化载体在“地球村文化”的形式下，朝着多元方

向不断蔓延并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很多艺术家开始将当代艺术创作手法与

数字时代艺术创作与

批评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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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相结合，探索和实践出新的视觉表征空间。

应该说，数字多媒体技术对当代艺术家们创作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技术带给艺术的不仅仅是技艺表现的多样化，同时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艺术格局的改变。整个艺术领域，从观念形态到创作实践都将远远超出传统

的局限，如艺术创作手段、载体的重大变革，艺术创作表现空间和表现形态

的不断深化，艺术创作方法与受众接受方式的互动等。数字多媒体技术与艺

术创作的紧密结合，一方面满足了当今社会人们对艺术创作新形式与新内容

的需求，另一方面无形当中也缩短了传统观念中艺术文化与商品之间的距离，

增强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亲和力。

二、数字技术：对艺术创作的介入与开拓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数字技术本身就是我们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品。“数字就是艺术”，抑或“艺术就是数字”。艺

术家总是属于一定的时代、民族和阶级，艺术创作归根结底受着一定社会生

活方式的制约，也与艺术家本人的生活实践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艺术家在

不同程度上会受到所处时代的科技、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数字技术

给艺术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艺术家展现自己才华提供了新的领域。

除了新媒体艺术家，传统艺术创作领域的艺术家也同样受到数字化技术的影

响。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使得艺术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各国艺术家之间的

交流也由此变得日趋方便而快捷。因此，在数字化的时代，艺术或多或少就

会有某种技术的特征，因为我们在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之后，就会

产生与此相适应的审美观和艺术形式。

在创作上运用新技术和开放的理念就意味着更多的自由表达，更多新的

艺术形式的出现。首先，数字技术的介入开拓了艺术创作的新思路。从某种

角度来说，绘画的发展就是艺术材料技术发展变革的缩影，绘画艺术以视觉

的形式对社会进行思考，而科技则不断地探索和提供新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

式，改变人们传统的视觉审美及欣赏习惯。其次，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创作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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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改变。在全球化数字图像所造就的背景下，新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传统创

作的媒介和工具，艺术家也渐渐接受了数字技术对艺术创造的深度介入，用

电脑对创作的素材进行所需要的编辑和处理，探索和创新与艺术理念相契合

的新的艺术视觉效果。再次，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展示方式的变化。依托于美

术机构展示空间的艺术展览，通常是当代艺术作品的展示方式，而随着数字

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作品的展示方式又增加了新的渠道和平台，艺术作品

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通过多媒体技术及互联网技术进行广泛的传播。

从技术方面的特性而言，数字技术给当代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特征：第

一，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革命给艺术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依托于

数字技术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不论是呈现形态、展示方式还是保存方式，

都与传统绘画不同，从而超越了一般绘画作品存在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些依

托于数字技术的多媒体互动艺术作品无疑为当代艺术创作发展出一条更加具

有探索意义的道路；第二，数字技术可以把绘画创作中的一些基本技法通过

图形程序系统地总结出来，通过计算机进行各种技法的处理和融合，从而产

生出新的视觉效果，当代的很多艺术家在创作中开始大胆地融入电脑设计的

图形和色彩，从水墨、版画、水彩到油画，在传统架上绘画中现在我们看到

了很多“设计语言”；第三，数字技术的网络化特点对传统艺术中的手段、

方式、观察角度乃至思维观念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电脑、手机、电视、户

外 LED 显示屏，依托于网络的各种技术性观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并逐渐改变着人们阅读与思考的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在创作和欣赏作

品时也自然而然地会发生一些与前代人不同的变化，这些差异亦潜移默化地

表现在当代艺术作品中。

三、数字媒体：批评的空间转向及尺度

有艺术创作就有艺术批评。艺术批评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欣赏艺术、提高

审美水平，也是促进艺术创作发展的繁荣剂。国内的当代艺术批评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媒体平台的进步和拓展，也在发生着变化。1985 年以来，

《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画家》《艺术·市场》等相继创刊，《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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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在改版后增设“当代美术思潮”专栏，《江苏画刊》主办方更换后也开

始涉足当代艺术的创作和讨论。虽然在纸质媒体时代，商业传播的巨大力量

还没有生成，但正是由于这些刊物的作用，各地的群体活动迅速传播到全国。

当时焦点的理论问题、激进的艺术思想都在这些刊物上得到充分讨论，而这

些报刊的主要编辑人员都是参与现代艺术运动的评论家，如高名潞、栗宪庭、

彭德、刘骁纯、皮道坚等。他们最初的批评声音是通过这些出版物呈现的，

同时，这也确立了他们在“85 美术思潮”中美术评论与美术理论的地位。

而随着数字媒体的不断兴起，在“网络社会”，艺术品的展示走出了一

般的场馆，借助网络以图片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生产与传播，在海量图片传

播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以微博、博客、艺术网站、个人网站等为载体的大

量批评文章。随着各种数字论文平台的建立，以往纸质媒体出版过的文字和

各种学术论文，如今都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数据库查询和电子阅读。此外，

针对当下正在发生的各类艺术事件和现场而出现的各种新的观点与言论，都

可以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布、阅读及参与讨论，非常具有时效性和互动性。

应该说，网络空间不同于原来的纸质媒体，它深刻地改变了艺术批评的传统

模式，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间”效应，而要想有效地进入网络空间发

言，艺术批评的主体、方法与话语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转向”。

第一，从“立法者”到“阐释者”，批评主体的身份要进行转型。福柯

（Michel Foucault）认为权力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目光的凝视，“凝视的

王权逐渐确立了自己”，凝视的目光决定了一切，统治了一切。①而数字媒

体的受众数量庞大，与印刷文化相比，此时“凝视”目光发生了转变。“凝

视—被凝视”单向度模式被打破，少数权威核心期刊的学术圈子被网络媒体

无限扩展，所以在知识民主、价值多元的社会，批评家应该借助数字媒介走

进人群，而不是以“专家”的头衔沉浸在传统的学术圈子里，应走出网络专

业性艺术批评“缺席”的局面，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让学术产生良好的社

会效应，提高社会整体的艺术修养和欣赏水平。正如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所说的那样，数字化整合和沟通系统极大地削弱了那些传统的“外

在于该系统的发送者”的符号权力，但一旦他们能够调整姿态，对“世俗状

态”有所让步，顺应数字文化，把他们原有的借助“精神传输的习惯”予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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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物质化”，他们的“威力”就会“倍增”。②第二，将反讽的、寓言式批

评和整体性研究相结合，批评家应对批评方法进行调整。网络空间带来了艺

术的祛魅，大众文化、商业艺术风起云涌，艺术的光晕消失了，批评家面对

的是不计其数的艺术对象，面对碎片化的艺术空间，批评家应当披沙拣金，

发掘和鉴别艺术的杰作，并能够把握网络空间中艺术发展的总体性，形成契

合网络的特殊的艺术方法论。第三，从独白到交互，批评话语需要新的改变

和转型。网络空间的“交互”“在场”的言说氛围对当下艺术批评的语言提

出强烈的革新要求，面对不同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的新一代接受者，批评家

在网络中的发言要被更广泛的人群理解，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就必须从根

本上改变当前艺术批评在纸质媒介中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

形成一种新的交流性的批评话语，因为“一种转型，如果只是在同一模式的

思想中发生，如果仅仅是把同一思想调整得与现实更为贴近，那这种转型必

然是肤浅的和表现的”。③第四，从纸媒到网络，需要保持学术的专业性和

规范性。纸质媒体一般对于稿件的发布都需要审核并要求其版权的唯一性，

而当下网络世界，各类打着艺术幌子的网站不计其数，批评家应当选择业界

合法的发布平台，从自身做起，建立和促进网络发布和转载的规范。

四、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带来的利与弊

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来说，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数字技术给人们带来了

多元文化和便捷生活，也使得人们面临更多、更大的社会问题。今天，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正逐步使用数字化的符号来表达，在这

个时代，“人是符号的动物”更显突出。但随着人类掌握计算机能力的增强，

人们对其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从某种角度来看，很多时候人们把解决问题的

精力逐渐转移到单一的对计算机的操纵上。再从信息学的角度看，随着互联

网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人在交往活动中退缩到各个终端机的背后，操作计算

机的人在“人机交往”中变成了计算机的“影子”，数字化创立的多维世界

将生机勃勃的人异化为“数字单面人”和“网络植物人”。 

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首先，虽然数字技术的介入使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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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是过分追求视觉刺激效果，单纯用电脑技

术进行图像的设计，这使得作品越来越图案化和机器化，题材越来越脱离生

活，失去了人们对现实的体验、对人生的感受以及对事物的思考。其次，信

息网络技术在给艺术创作提供大量信息图片的同时，信息资料及图像的错位

挪用和滥用成为了当下日益严重的艺术创作问题。一方面，人们的视野被各

种新奇的图像拓宽；另一方面，人们的想象又被各种虚拟图像所消解。当代

艺术家在展开艺术创作的时候，从视角、题材到喻体，其思维路向都可能潜

移默化地受到网络各种“设计”图像的影响，艺术创作的材料、语言与形式

的运用等都趋于同化、模式化。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艺术作品的多样性受

到了严重的冲击，个体风格与个性在技术的天空下被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而

这种滥用数字技术的痴迷很有可能造成艺术审美维度的逐渐丧失。

艺术批评和创作一样，都是复杂的精神劳动。在强调批评的话语转化的

同时，随之带来的是当代网络艺术批评尺度的问题与反思。第一，与传统纸

质媒体相比，网络平台的兴起和发展，为更大范围艺术批评的参与提供了便

利，进而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批评风格和话语形式的转变，从批评主体和言语

方式上消解了纸质媒体一直以来保持的精英化倾向。第二，网络媒体在数据

发表和转载上，更具便捷性、随意性及互动性。从某种角度来说，人人都是

批评家，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言论和其他人分享，但由此也产生出了

由于学识参差不齐而导致的各种骂街式的争论。我们看到的是，不同年龄、

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专业和职业的人都加入到“焦点”讨论中来，低门槛造

就了更多口号化、情绪化的负面现象。而真正有多少有效性的讨论，当代批

评话语构建如何不断地展开和深入，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地方。第三，学院

教育的发展和艺术市场的繁荣，使得青年新锐艺术家活跃起来，与此同时，

与新锐创作密切相关的新锐批评，也在网络平台的促发下获得了比以往更多

的阐释合法性。而这些多样的批评，更多的是侧重“立言”而不是“批判”，

缺乏批评的意识以及自我反思的态度，这是当下我们要批判的。正如卡尔·波

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创造自由的多元社会及知

识增长和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社会框架的伟大历史任务中，重要的莫过于

能够批评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观念，然而不要成为相对主义者或怀疑论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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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失去为我们的信念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信念应当总

是可以纠正，认识到只有通过纠正它们我们才会使自己摆脱错误，从而使我

们能够增长知识。④

结  语

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迅猛发展，人

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艺术作品借助数字技术开拓了

创作语言和视觉效果，并通过网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网络空间带来了人群

效应，艺术批评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向”：第一，批评主体从立法者转变为

阐释者；第二，面对海量的艺术对象，批评家用反讽的、寓言式批评与整体

性研究的方法面对这种认知困境；第三，网络空间让话语方式由独白走向了

交互，艺术批评在网络平台中不得不建立一种新的交流性的语言来适应更大

范围的受众；第四，网络平台的艺术批评可以多元但也需要学术规范。需要

强调的是，我们在看到数字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好处的同时，也要留意到

它带来的诸多问题。在艺术创作中，它带来了图像的泛滥，直接导致了创作

的模式化，过分依赖数字成像从而脱离生活，造成艺术审美维度的逐渐丧失。

在艺术批评中，网络平台在使批评主体和言语方式消解了纸质媒体一直以来

保持的精英化倾向的同时，也因其在数据发布和转载上的便捷性、随意性及

互动性，造就了更多口号化、情绪化的负面现象。我们知道，无论是艺术作

品还是艺术批评，本质都是其中的人文内涵，是技术无法代替的。技术只是

工具，数字技术与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让技术为思想服务才是避免数字化

误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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