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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

陈孝信　顾丞峰

 

在设置本届年会的主题之前，我们将此前六届年会的主题作了一

番梳理：

前六届年会中有三届的主题涉及了当代艺术本身的话题，第一届

的主题是“当代艺术的意义”，第四届的主题是“当代艺术与国家意识”，

这两届所涉及的都是当代艺术中的重大问题。第五届的主题是“溪山

清远——百年中国美术与文明叙事”，虽也涉及了当代艺术的问题，但

我个人认为这一届所涉及的问题相对要边缘一些。还有第三届年会所

涉及的是批评理论、批评方法、批评写作的问题。根据前六届年会的

主题梳理，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一个主题尚未真正涉及，所以就想

将今年的主题设置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思路、属性、得失、价值标准”

等问题。

从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是新艺术萌发的第一

个高潮期，那个时期属于思想解放与模仿西方的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叫做“89 后”或“后 89”。不管是“89 后”还是“后 89”，

都可以叫做潮流时期，实际上仍是“85 新潮美术”的延续，比如说政

治波普、文化波普、艳俗艺术，我认为这些“潮流艺术”并不能真正

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它们只是国际当代艺术“拼盘”中的一道“东方

风景”。到了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我们才开始统称新兴艺术为“当

代艺术”。21 世纪这十年，我们的话题便开始侧重在“当代艺术”上。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究竟是什么属性？应该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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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什么方向发展？十几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得与失是什么？又该如何

确定当代艺术的批评标准？这些问题十几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当代艺

术界、批评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达成应有的共识。

尽管如此，国内批评界对此类问题的思索却从未停止过，其中亦

不乏真知灼见。为引发本届年会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讨论，在

这里不妨做一些引用。

“当代艺术”的概念 ：

“当代艺术”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属性。（刘淳：《如何理解

当代艺术》，刊于《2012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P244）

当代不等于当下。

当代艺术是自发的、在野的、各行其是的艺术追求，没有主旋律。

中国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东方

版本，但又不乏超越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探索。这些探索是中国当代

艺术的希望和存在的理由。（彭德：《当代艺术三论》，刊于《2010 中国

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P48）

“当代艺术”一词在中国出现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狭义地说是

指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学习和使用西方现代艺术语言至今的当代艺

术。广义地说还包括 80 年代初的伤痕美术。（朱其：《两个艺术史：哪

些艺术才能代表中国？》，刊于《中际论坛 •2009 中国当代艺术理论批

评讨论会文集》：《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P539）

当代艺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人们以为这就是当代艺术，并

且把这个“当代艺术”作为当代艺术的真正标志。而当代艺术的真正

的标志并非当代艺术是什么，而是当代艺术要进行不间断的革命和探

索，使人们藉艺术获得精神自由，这才是我们需要当代艺术的理由。（朱

青生：《中国当代艺术评价体系》，刊于《2010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

评文集》，P256 ～ P257）

王端廷为本届年会提供了一份很好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当代艺术应该称之为“全觉艺术”或“多觉艺术”。……那些传达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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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理性主义和普适主义的精神内涵，表达了工业化、城市化和

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理性与秩序、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取向的艺术创作

一定称得上是中国当代艺术。

“当代性”的概念 ：

有一种观念认为：当代性是一种切断历史的横切面，专注当今，

崇拜当今，实质是切除、切去历史，否定过去。……另一显著特征，

是世界主义。（黄河清：《中国“当代艺术”》，刊于《什么是中国当代

艺术？》，P129）

更多的人则是倾向于下面这个观点：

所谓“当代性”，就是艺术创作在时代进程中保持的先锋性、探索

性和独立性。“当代性”不仅是当代艺术的价值核心，也意味着当代艺

术的双重任务。首先，必须面对现代性直到当今都有解决的问题或完

成的任务；再一点，必须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新现象，比如电子图像、

数字图像、网络等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物质形式。（刘淳：《如何理解“当

代艺术”》，刊于《2012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P246）

中国当代艺术的属性、走向以及评价标准问题 ：

黄河清曾尖锐地指出：

现代中国人本已深受世界主义之惑，不在文化上去自问“我是谁”。

当一个人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他怎么能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同

样，一个民族搞不清“我是谁”、自己的“文化个性”这个根本问题，

怎么能自尊自信地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黄河清：《中国“当代艺术”》，

同上书，P133）

彭德指出：

中国当代艺术的两大走向：跨越传统文化的普世追求和照顾文脉

的本土作风。后一走向在未来一二十年间会占据上风。

当代艺术可以承接传统，可以反叛传统，可以跨越传统。（彭德：《当

代艺术三论》，同上书，P48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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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则认为：

中国人不可能在观念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的概念上比西方

做得还好，目前对西方语言学习所能达到的极限是一种半模仿半改造

的语言，真正的语言创造涉及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基础，这是中国人无

法深入的。

中国要有自己创造的新路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抛弃语言的“西

方盒子”，二是抛弃内容上的“中国景观”。中国当代艺术要从自身的

精神内容中寻求新语言……（朱其：《两个艺术史：哪些艺术才能代表

中国？》，刊于《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P547）

朱青生的观点是：

我们所要寻找的是这样的艺术作品：它不像博伊斯，也不像沃霍尔，

而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问题、新的方向。（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评价

体系》，同上书，P259）

关于标准问题，朱青生也有一段很到位的论述：

……中国艺术传统发生了根本变化，艺术家、理论家和观众逐步

放弃、疏离和遮蔽了中国原有的艺术价值评价系统，又不可能完全引进、

掌握和运用西方的传统，造成了艺术上的价值评价标准的缺失和优劣

判断标准的混乱……这就是为什么近年艺术界把观念和评价的核心价

值体系的反思和重建看作中国当代艺术目前的首要问题。（《中国当代

艺术现象的传统根源》，刊于《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P564）

王林的下面这些观点和论述，也应该被看做是针对评价标准问题

的更深一层发挥 :

一、我们实际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错并存的文化状态之中。

前现代的启蒙问题、现代主义的个性问题与形式问题、后现代时期的

文化身份问题等等，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不能仅仅

以后现代艺术的变化表征作为价值，沉浸在形态跨界和图像演绎的兴

奋之中。

二、中国艺术家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弃绝根性，也不能为了当代性

而放弃历史，特别是作为个体的身体、生理、心理、精神、思想乃至

4



于艺术生长的历史，而这一切不可能离开你与生俱来并伴随终生的地

域性。个体性——地域性——国际性，正是我们讨论当代艺术的不同

层次，地域性乃是国际性的具体化和个体性的深度化。

三、中国当代艺术家只有在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

和精神问题时，才是具体存在的、有真实意义的艺术家。（《后先锋：

中国当代艺术的立场问题》，P375 ～ P377）

范迪安认为，当前十分必要的是：

需要重视本土文化的价值，开掘和运用本土文化的资源，在弘扬

西方艺术精要的基础上复归本宗，开创当代“中国艺术”具有特色的

整体态势。（转引自殷双喜：《社会学前卫与美学前卫：20 世纪中国艺

术发展中的双重变奏》，《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P467）

在当下，最需要避免的是：

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并无什么中国性，亦无创造性，看将上去，

确实是中国人“创作”，仔细一瞧，实为西方当代艺术，或“中国制造”

的西方当代艺术。（黄河清：《中国“当代艺术”》，刊于《什么是中国

当代艺术？》，P129）

中国当代艺术的出路何在？朱其的下面两段话值得我们去深长思

之：

中国当代艺术要语言创造，应恢复中国艺术中原有的超越性和非

再现性的传统。……以中国传统的基本方式来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和

社会问题，其语言也来自这种现实自身的形式，这种自身的形式是要

体现当代中国的空间、身体、心理以及对土地的经验。

当代艺术要回到中国的精神现实及其他自身的形式，这涉及现代

性、现实性和超越性这三个概念维度。现代性在中国尚未完成，现实

性是判断传统和西方是否适用的一个过滤指标，超越性则是指以中国

的方式从中国的现实中提取一种新文化的普遍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产生的新艺术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朱其：《两个艺术史：哪些艺术

才能代表中国？》，刊于《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P548）

以上的引用也许会有断章取义之弊，再说，各家的观点、立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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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一致，若是让他们坐到一起来讨论的话，也许仍可能是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但这些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勾勒”出的中国

当代艺术方方面面的“大框架”，已足资参考，并启发我们去进一步地

思索、把握中国当代艺术的“脉搏”和“动向”，从而确立起自身的评

价系统。

本次批评家年会的另一个学术主题是“当代”与“现代”以及“后

现代”相关问题。这是基于对以下现实情况的思考：

一、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

现代到后现代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是有着相对清楚的界定，但在

中国美术界，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的界线并不是非常清楚，有时甚

至很模糊。我们面临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产生

的时间、契机以及特点，这又涉及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被现

代性问题所困扰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美术界。

其次，在实践中，区分具有中国现代艺术特点的作品与具有后现

代艺术特点的作品，往往不像是在理论上那么分明。而对作品所体现

出的阶段性质又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中国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区分的

判断。

“当代艺术”为什么不同于“现代艺术”，在学术阐释上有那么多

歧义呢？因为现代艺术背后有一个“主义”在支撑，那就是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在学理上是相对清晰的；“当代艺术”有没有一个“当代主义”

作为支撑呢？也有人用“当代性”加以描述，但“当代性”概念目前

在学术界阐释上还很少见。

不解决这些问题，在实践当中势必会出现众说纷纭、为我所用、

甚至互相矛盾的现象，关于当代艺术的矛盾丛生现象在中国美术领域

已经显而易见。

二、三个概念的纠缠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复杂和最有活力的时期。上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几乎前后

脚进入中国，就像一个机场里，迟到的航班和早到的航班几乎同时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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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正点航班，不由分说地挤在一起。

对中国美术界来说，“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三个

概念的纠缠，特别是“当代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重合、缠绕，

非常值得中国批评界加以思考和梳理。当代艺术中有大量的后现代艺

术现象，但后现代在学理上又比“当代艺术”显得清晰，用后现代文

化的性质来概括当代艺术显得以偏概全。

于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局面：“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存在

纠缠；“后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存在纠缠；“现代艺术”与“当

代艺术”同样存在纠缠。加之我们以往习惯使用的“前卫艺术”与“先

锋艺术”，概念的繁多固然意味繁荣，也给我们的清理带来难度。

所以本次批评家年会设立了这样一些参考题目：“当代艺术与后现

代艺术的关系”“有没有后现代批评文本”“西方的后现代理论是否完

全适合中国的本土现象描述”“中国当代艺术中后现代特点有哪些主要

呈现”等。

我们并不企望通过短暂的讨论，能得出一个所谓的共识，但是共

同的梳理乃至个人的梳理是十分必要甚至是十分紧迫的。中国当代批

评界对这些纠缠问题不能抱放任自流的态度，那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

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职业的不尊重。

《2013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度批评文集》自征稿通知发出以后，学术

委员们踊跃投稿，截至发稿日，共收到 55 篇论文（40 余万字），内容

涉及了方方面面，为便于检索和阅读，在编辑过程中被分为了五大类

即五个分主题：一、当代艺术的属性、标准与制度建设（共收入了王

端廷、鲁虹等人为本届年会所拟的专题报告文本，还包括涉及了该主

题的 13 篇论文，其中尤其是佟玉洁、张渝、徐虹等人的论文，视点新

颖、分析独到，值得一读）。二、艺术生态：现象分析与问题研究（共

收入了 9篇论文，其中，殷双喜对写实油画“异动”现象的洞察和分析、

陈默与刘淳的对话、杨卫对 2012 年的回顾与思考，都是很有见地的文

章）。三、批评立场与个案研究（共收入了 11 篇论文，其中，吴鸿的《天

堂九章》、黄专的《反思王广义的艺术》等个案文字是近年来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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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文章）。四、展览、展场与知识生产（共收入了 12 篇论文，包括

了皮道坚对《原道》展的主题论述、冯博一对“两岸四地艺术交流计

划”的全面剖析、冀少峰对“再水墨”展的解读等，都堪称当代艺术

活动的重要文献）。五、批评理论与艺术史（共收入了 9篇论文，其中，

刘骁纯对新潮史实的再认识、贾方舟对批评家身份的转换背景的剖析，

都写得十分中肯；彭锋对“艺术批评”的论述、沈语冰关于 T•J• 克拉

克“图画的秘密”的介绍、夏可君对“空画布、无维度”的深入分析、

马钦忠对高尔太美学理论的再评介也都是很有深度的文字，值得一读）。

收在本文集中的其他精彩论文，因篇幅之故，不再一一列举。

在本届年会文集的组稿、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年会秘书长贾方舟

先生的协助、秘书袁小洁小姐的倾力配合、年会赞助、主办方——西

安美术馆和出版方——河北美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最后的编辑阶

段，还得到了南京艺术学院在读研究生付晓彤小姐的无私帮助，在此

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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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

王端廷

往“百度”搜索引擎里输入“中国当代艺术”六个汉字，可以找到 2，

480，000 个条目，输入“当代艺术”这个词更是有多达 15，700，000

个相关结果。当代艺术这几个字被我们这些艺术圈里的人整天挂在嘴

边，似乎大家对这个概念熟稔已极，但是，如果我们纵观时下中国艺

术家的创作，遍览今日艺术批评家的相关言论，就会发现当代艺术这

个词的含义竟如此芜杂纷纭，甚至彼此扞格，以致人们莫衷一是。

难道真的可以套用那句早已被庸俗化了的名言——“一千个中国

艺术家就有一千种中国当代艺术”吗？抑或真的可以说“什么都是当

代艺术”，“人人都是当代艺术家”吗？

作为一个长期兼事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研究和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

专业人员，本人试图从中西当代艺术比较的角度，依照世界文明的发

展规律和人类艺术演变的内在逻辑，谈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初浅认识。

首先，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界限如何划定？

Contemporary 这个英文形容词有“当代的”“同时代的”“同时发

生的”和“同龄的”等含义，作为历史或艺术的时间定语，它是一个

随着人类生命代代延续而永远适当和合用的概念，换一句话说，每一

代人都可以把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或艺术称为当代的。

“当代”首先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在西方，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

后的历史被称为当代（Contemporary Age）。在中国，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被视为当代历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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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艺术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这一概念的使用都与历史分期没有关联。也就是说，作为时间界限，

当代艺术与当代历史的划分并不相同。

在西方艺术史著述中，“二战结束的 1945 年”“20 世纪 60 年代”

和“20 世纪 80 年代”都曾被人确定为当代艺术的起始点。而在本人翻

译并于前年出版的《当代艺术》一书中，作者英国艺术评论家朱利安·斯

塔拉布拉斯（Julian Stallabrass）则为当代艺术找到了这样一个时

间节点——1989 年，因为那一年及其随后出现的一系列世界大事件——

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全球贸易协定的签订——带来的是

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承认，对于西方乃至整个

世界而言，1989 年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由此可知，在这

位英国评论家看来，当代艺术就是全球化时代的艺术。而全球化正是

1989 年之后世界文化和艺术的背景和底色。

我国与西方的历史从未同步，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艺术，我们

不可能也不愿意采用西方人的分期标准。最近几年，中国艺术批评界

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节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 20 世纪 70 年

代末 80 年代初，更确切地说是 1978 年，因为那一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

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

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从此我国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崭新历史时期。

定义中国当代艺术，比时间界限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当代艺

术精神内涵和表达方式的确认。实际上，人类艺术史最基本的问题始

终是“画什么”（内容）和“怎样画”（形式），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千变

万化推动了人类艺术史的发展，而所谓“时代精神”永远是通过艺术

的内容和形式来体现的。

人们公认，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越

个人的集体的价值倾向和精神追求。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当代艺术？

什么才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当代艺术？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

要确认我们今天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什么才是中国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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