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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2000年以来的艺术史情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和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衡量其价值尺度的

标准。当然，是否将这段时期涌现出的代表性作品称为“中国新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关键在于能否结合这些

新的创作找到一种言说和描述它们的批评话语，进而将其与艺术史的叙事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只有在这

种条件下，当代艺术的传统和秉承的文化精神才能继承下去，而一种主导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艺术价值尺度才能最终得

以建立。

    

    

    在“改造历史——2000-2009年的中国新艺术”展览的构想中，吕澎、朱朱两位批评家希望对2000年以来的中

国当代艺术创作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梳理、总结，力图将一些代表性的艺术现象与作品通过展览呈现出来，从

而搭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艺术史的叙事脉络，为艺术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文本与视觉材料。应该说，这项工作是

充满挑战且具有建设意义的。但是，能否用“中国新艺术”来指涉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代表性作品仍值得商榷。因为

“中国新艺术”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不但需要明确界定其形态边界，还需要从艺术与文化，尤其是艺术史叙事的

角度，提供一套言说其自身内涵与外延的话语方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理清支撑“中国新艺术”的批评话语和理

论体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在我看来，如果要使用“中国新艺术”这个概念，至少还需要从时间维度和文化内涵两

个角度对其进行必要的界定。譬如，是不是2000年以来的艺术可以被看作是“新艺术”？如果不以时间为界，那

么，“新艺术”是否有艺术形态方面的要求，它有明确的文化诉求吗，它与此前的当代艺术史应保持怎样的上下文

关系？显然，如果不对“中国新艺术”予以界定，那么，这个概念最终会因其过于空泛而变得毫无意义。 

    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着不同于80、90年代的艺术史情境。在这种条件

下，新的现实境遇与艺术生态必然会改变我们讨论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诉求的言说方式。粗略地看，有几个变化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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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当代艺术”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80、90年代，当代艺术的内涵及其文化取向是它的前

卫性与反叛性。但是，90年代末期以来，当代艺术的前卫性、反叛性便遭到了各种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

的剥落与吞噬。2、展览体制和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近年来，国内建

立了较为成熟的双年展模式；（2）、国际性展览平台逐渐增多；（3）、由画廊、美术馆、艺术博览会所形成的个

展、群展模式，实现了展览模式的多元化。不难发现，和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寻求进入公共空间[1]，渴望从“地

下”走向“台前”有根本性的不同，今天的当代艺术已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拥有了大量的国际交流的机会。然

而，也正是各种展览机制的形成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外部生存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创作策略的

调整。3、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全面市场化的阶段。市场化在对当代艺术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

负面影响。譬如，2004年以来，艺术资本与市场的合谋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当代艺术创作图像化、符号化

的泛滥，及其媚俗化、反智化的审美趣味的流行。当然，另一个结果是，相关艺术机构通过掌控各种资金，形成一

套完备的从包装、宣传、拍卖、到收藏等一系列的运作计划，将当代艺术品直接当作艺术市场运作的一个重要工

具。这种转变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当代艺术自身的功能与价值进行重新的检审。4、2007年以来，政府部分艺术机构

加速了收编和接纳当代艺术的进程，并力图将当代艺术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予以推广。可以肯定，这种改

变不仅将消解早期当代艺术秉承的反叛性与独立精神，而且，将对当代艺术的未来发展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2000年以来的艺术史情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和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衡量其价

值尺度的标准。当然，是否将这段时期涌现出的代表性作品称为“中国新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真正的关

键在于能否结合这些新的创作找到一种言说和描述它们的批评话语，进而将其与艺术史的叙事结合起来，从而建构

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当代艺术的传统和秉承的文化精神才能继承下去，而一种主导性的、具

有普遍意义的当代艺术价值尺度才能最终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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