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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００１　　　　

序　言

自２００６年，我跟随著名学者何明先生迈进艺术人类学殿堂的
门槛以来，一直有力不从心之感。一方面来自名师必出高徒的惯性

压力；另一方面，所撰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迄今为止，第一

篇从人类学的视野考察和研究艺术家社区的论文，国内外并无可以

直接参考的文献，而且，虽然这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但自己难以平衡理想与现实、想法与能力之间的悖论性关系。此篇

硕士毕业论文从构思到撰写，凝结着恩师何明教授的诸多心血，“文

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存在着不足肯定源自自身的资质愚钝

与学力不逮，如果尚存哪怕是一丝闪光之处，则绝对来自恩师何明

先生的教诲与启迪。

此论文自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历经四年基本完成，后来又经过几次
修改。能促成此论文出版成书，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与恩师何

明先生。生我躯体者，父母也；塑我心灵者，恩师也。父母与老师是

人类最伟大的两项角色———通常这两项角色又经常合二为一，因为

他们的客观存在，我才不会陷入虚无而茫然失措。感谢纽约的朋友

ＡｌｉｃｉａＤｏｄｄ，ＡｌｌｅｎＬｕｏｎｇ．在此书的翻译、修改中给予我很多的帮助。
但在尘世罗网的诸事缠绕中，是否真能心无旁骛地专心于自己

的学术计划，对自己既是一个问号更是一个惊叹号。只是每当夜深

人静，三省自身之时，不忘提醒自己还有摆脱尘事纠葛而继续前行

的勇气与力量，以求不愧对自己、良师、父母以及一直关心自己的

人！如今此书能得以出版，首先肯定是献给他们！

王馨曼　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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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本文通过对昆明创库艺术家社区 （ａｒｔｉ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或 “艺

术家共同体”）历时四年的考察与体验，运用社会文化人类学

（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与田野调查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等手段及方
法，在对社区艺术家进行微观研究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ｉｃｓｔｕｄｙ）与深度考
察 （ｄｅｐ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的基础上，力求在当代人类学视野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中探究艺术家社区中不同阶
层的艺术家之生存模式及其对艺术家社区发展的影响。

当代人类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关注目光已经不再仅仅

停留于原始部落或少数民族族群，不再以居高临下或作为 “他

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的视角将人类学堕入探秘与猎奇的深渊。当代人
类学需要亦已经直接面对当代社会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作为
人类学者没有理由回避关注当下与身边的生活，在人类学的故乡

———西方，也已经出现了诸多研究当代生活的人类学学术成果。

譬如新兴的 “回归派”（“ｒｅｐａｔｒｉａｔｅ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对自我
社会文化的研究）人类学者既研究有权势的人，也研究无权势的

人，既研究公司，也研究贫民窟，既研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

流变，也研究现代观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些美国人类学家把

目光转向一种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文化———美国中产阶级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ＭｉｄｄｌｅＣｌａｓｓ）。在多年致力于研究远方文化之后，这些人类学
家返回家园，把他们原来研究非洲贫困落后地区和喜马拉雅村庄

的技术用来研究公司办公楼和城郊购物中心，用一种新的目光来

观察美国文化，用人类学家研究 “他们”的方法来研究 “我们”。

高级中学、卫星天线、出租录像带的商店、快餐店……这些如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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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
系２００９年的一次学术研讨的海报，研
讨的主题是 “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ｘ”，与人类
学的传统兴趣点大相径庭。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１ｓｔ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ｅｍｉｎａｒｈｅｌｄ
ｂ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ｏｌｕｍ
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２００９．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ｒ′ｓ
ｔｈｅｍｅｉｓ“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ｏｘ”，ｔｏｔ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都成为他们研究的内容。

艺术是 “我们”的社会

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

人类学家眼里，艺术以最浓

缩符号诠释人的观念与时代

精神，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
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

“集体表象”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
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我们将其作为
理解、把握、研究文化的路

径之一，由艺术表现探询艺

术与文化之间的相关性。艺

术家如同部落社会的巫师一

样，被视为一个社会的 “想

象精神” （ｍｅａｎｓｏｆｉｍａｇｉｎａ
ｔｉｏ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
作品，怎么进行创作和表现，

怎么看待对自己作品进行评

价的鉴赏或收藏群体，甚至

他们怎么生活及创造生活圈子———艺术家社区就成了一个艺术人

类学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ｒｔ）的话题。
云南是国内人类学研究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的基地与重

镇，但对居住于彩云之南的少数民族研究成为本省人类学界的主

要实绩之时，却对人类学向现代社会和都市社会的转向有意无意

地表现出淡薄和回避。尤其是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云南学者多关

注民族民间艺术的 “原生态”（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形式或其舞台化
呈现，较少关注现代都市中的艺术和艺术活动，对当代艺术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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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艺术家社区着墨甚少。

当代著名艺术家毛旭辉 （１９５６－）先生说过：关注当代艺术，
便是关注你身边的生活。笔者对存在于现代都市中的创库艺术家

社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填补这一缺失的意义。此外，当

都市居民在物质生活的需求达到一定的满足度之时，精神需求成

为关注点，而艺术正是一种很好的满足方式，那么艺术如何与当

代人的生活发生联系， “创库模式”可能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究

的，因此本选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然而

本文的容量毕竟有限，仅从创库艺术家的生存模式着手，在艺术

家生存与艺术家社区的辩证语境中探讨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市场

的复杂关系。

尽管当代人类学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停留于原始部落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ｅ）或少数民族族群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ｓｇｒｏｕｐ），而直接面对当代社会，
而且西方人类学者已经将人类学视野延伸到当代社区生活，但纵

观中国人类学学界将艺术家社区放在人类学视野中考察的尚无相

关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文献。于是笔者陷入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选题因其开辟新领域而具有的强大诱惑力，吸引笔者忍不

住一探究竟；另一方面又因尚未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文献而使笔

者的研究难度空前加剧。

好在沙伦·特拉维克 （ＳｈａｒｏｎＴｒａｗｅｅｋ）女士的研究工作为笔
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指南。沙伦·特拉维克女士为美国加利福利

亚大学洛杉矶分院的副教授，兼任科学、技术和医学文化研究中

心、日本研究中心、妇女研究中心等机构人员。其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来的近３０年时间致力于考察高能物理学家这个国际性共同
体，以人类学的视角，对共同体的组织结构，共同体成员科学生

涯的不同阶段，成员共享的物理学理论，以及物理学家为了进行

工作所建造的环境和仪器设备，通过细腻地描述实验室内部得不

同分工的人群和差异，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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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伦·特拉维克女士著作

Ｍｓ．ＳｈａｒｏｎＴｒａｗｅｅｋａｎｄｈｅｒｂｏｏｋ

和行政人员、男性和女性、

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同类

实验室的竞争与合作，物理

学家的婚姻和友情，清楚展

示了共同体成员的群体关系

与社会网络。

沙伦·特拉维克关注和

提供的问题是：物理学家、

物理学共同体、物理学文化

的社会范畴到底在哪里？按

照人类学的说法，作者描述

了物理学共同体的社会组织、

发展周期、宇宙观和物质文

化。因而沙伦·特拉维克的

《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

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

（Ｂｅａｍ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ｙ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成为西方人类学界第一本社会
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科学共同体的民族志专著。尽管艺术家与物理

学家是各具特色而截然不同两类群体，艺术家社区与高能物理学

家社区更是大相径庭，但沙伦·特拉维克女士的研究给我提供了

对顶级知识阶层组成的独特社区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视角与模式。

从社会学视野研究社区物质、文化与历史是目前国内学界进

行社区研究的主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之理念在学术界的必然延

伸。艺术家社区既有一般社区的普遍特点，更有其松散不定，变

化多端的自身特色。通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般方法对组成艺术

家社区的群体进行追踪与定量分析，给笔者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意

想不到的诸多困难。与其他诸多较为稳定的群体相比，艺术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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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变动不居的独特一类，特别是尚未取得市场认可或者说还未

功名成就的年轻艺术家群体———虽然他们时常浪迹于创库艺术家

社区并构成社区不可或缺的一极，对这一独特群体的考察与研究

极容易流于粗浅的分析而难以上升到人类学的层面。

中国艺术家社区的形成与发展伴随中国当代艺术的艰难起始

与高歌猛进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布于北京、上海、昆

明、成都、重庆、广州等各大城市，因为笔者久居昆明，又从事

艺术专业，对活跃在昆明创库的新老一代艺术家颇为熟悉，无论

出于私人情感还是考虑田野考察的可操作性，笔者只能选择昆明

创库艺术家社区作为详细考察与深入研究的学术对象。沙伦·特

拉维克女士的研究对笔者的启发很大，也是同为女性的笔者最终

将艺术家社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勇气来源与重要参照。我的导师何

明 （１９５９－）先生乃国内著名的人类学学者，先生精通中国古典
美学和少数民族艺术，先生深具吴越文化的诗性情怀与扎实的田

野调查功力使我难以望其项背，但先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成果给

予我无限启迪，我将当代艺术家社区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同时

也是 “接着何明先生往下讲 （古典———当代）”的稚拙尝试。经

过先生的一再点拨，我决定将对创库艺术家社区的全面研究转向

对创库艺术家生存模式的具体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考

察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在中国当代艺术运动、市场经济体

制与艺术市场三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探讨艺术家社区的产生、发展

及其对上述三种因素的反作用，并在艺术家社区作出社会文化人

类学的一般界定。

第二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在初步讨论昆明创库艺术家社区

的独特性及其文化人类学研究价值之基础上，深入讨论了创库艺

术社区两类艺术家生存模式呈现的 “艺术的生存”与 “生存的艺

术”之间的差异，初步揭示这种差异背后的文化人类学动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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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其与外在诸如经济、社会、文化等现实性因素的相互影响或相

互作用，并揭露艺术生存作为生存模式的理想性诱惑与实质性虚

幻的内因与外因。

第三章着重考察了社区艺术家之间、社区艺术家与观众之间

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拓展了艺术家社区作为一种艺术场域的社会

文化人类学考察与研究的深度空间。

第四章为延伸部分，考察并探讨了艺术家社区建构的人文区

位、社会人类学以及城市规划与发展等诸方面的意义及价值，并

在创库艺术社区面临诸多发展困境中呼吁政府正确决策、规划，

以使昆明艺术社区获得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良机。

本文采用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般方法，并采用了社区调查

和田野考察的具体方法，如面谈、电话采访、问卷调查、跟踪采

样、定量分析等，并将这些结果尽可能地运用到具体写作过程

之中。



第一章　艺术家社区与社区艺术家 ００７　　　　

第一章　艺术家社区与社区艺术家

社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处于社会交往中的
具有共同利益和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即人类生活共同体。区域、

纽带 （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识）、群体 （一定数量的人口）三者构

成社区的三个基本要素。社区研究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ｕｄｙ）作为社会

【德】滕尼斯：《社区与社会》

［Ｇｅｒｍａｎｙ］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Ｔｏｎｎｉｅｓ：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学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的主要内容之一，
自德 国 社 会 学 家 Ｆ．滕 尼 斯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Ｔｏｎｎｉｅｓ，１８５５－１９３６）
的 《社区与社会》① 一书问世以

来，已有 １００多年的历史，这一
历史进程伴随西方国家工业化和

城市化发展而来。从社会学乃至

社会文化人类学 （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的角度研究社区是
当今学界的热点研究对象之一。

艺术家社区 （ａｒｔｉ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或 “艺术家共同体”）的形成

历史可溯源自１９世纪中叶的法国
巴黎，巴黎作为欧洲艺术中心而

吸引众多巴黎之外的艺术家前来

发展并自发形成的艺术家居住群落，以盖尔波瓦咖啡馆为聚会地

① 即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中译本名为 《共同体和社会》，也

称作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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