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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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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艺术社会学的维度 

(转载自《美术观察》杂志) 

  编者按：此文转载自《美术观察》杂志2005年12期“30年美术社会影响力评价”专题。 

  “文革”结束以后，从上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中国美术界出现了以“星星画

展”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意识，它还与当时的中国民间思想话语和刊物紧密联系，在时代的思想

空间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同时也出现另一种潮流。过去在全能政治意识的专制下，纯粹审美的东西被看作是异己的

因素，人们对于纯粹审美的要求深被压抑。“文革”结束，渴求审美向往的心灵苏醒过来，人

们突然间感觉到小夜曲、风景画、静物画等比较单纯的审美对象更能抚慰心灵。这样一种审美

潮流逐步衍生起来，并以此作为对意识形态化的艺术的背离。然而，在这里已经透露出，对政

治的强烈反拨使审美的自足走向某种自恋的倾向。我并不想否定这一变化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

进步意义，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了它在中国现实语境中所导致的另一种倾向：忘却了艺术有一种

更重要的精神维度：应该更自由、更尖锐、更敏感地表达思想，应该更有力地对苦难的生活发

生作用(像珂勒惠支那样)。 

  由于权力话语对审美意识形态的坚持，僵化、自恋和媚俗的审美至今仍然是主流美术的稳

定性面貌；而且由于资本市场的介入以及永远不会消失的以主流名义发动的社会美术工程，在

客观上它们仍然获得最合适的生存土壤。毋庸讳言的是，今天不少艺术家在物质上的富有程度

以及他们深患“精神萎缩症”的程度，恐怕都是一般民众所难以想像的。 

  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生活迫使艺术从政治意识领域的中心位置急剧地滑向远离政治的边缘

地带，当代艺术与生活中政治之维的联系遭受挫折乃至几乎中断。尽管不少前卫艺术家的确在

他们的作品中贯注了反抗意识形态的因素，但这种政治化经常只是一种谋求国际认同的手段，

它们与中国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真实意义仍值得质疑，很难把它们看作是从乌托邦走向十字街头

的具有自觉政治意识的产物。 

  在30年回顾之际，重新思考艺术的社会学维度，应该从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上去理解。我们

现在还处在一个建构现代性的痛苦过程中，许多思想者意识到一个问题：尽管后现代哲学的时

代早已降临，但事实上，现代化和现代性启蒙在中国远远没有完成。相对应的就是在社会精神

生活里面，我们对艺术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起码期待它能够与这么一个总体目标有所契合，期

待它是这个历史语境中有力量、有创造性的领域。所以我觉得，在艺术领域这一种精神的淡漠

是很可悲的现象。 

  让艺术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让艺术重新获得尖锐的批判性，这是当代公共艺术的基本精

神。所谓的公共艺术，我对它的理解是，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可以通过

艺术方式进行交流，这是一种自由、平等交流的平台。它必须对当下的社会问题提出情感上、

审美上的反应，而且必然包含一种批判性。 

  青年黑格尔对罗马时代基督教的批判——对于当时基督教没有能够阻止专制与腐败的批

判：“在罗马皇帝的时代，基督教不能阻止任何德行的腐败，不能阻止对罗马人自由与权利的

压迫，不能阻止君主的专制与残暴，不能阻止创造精神和一切美妙艺术、一切基本科学的腐

败……更令人愤概的是专制主义有这样一些罪行：吞噬人的一切生命力，通过缓慢的秘密的毒

害来进行破坏。”(《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第424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黑格尔的愤怒批判难道是我们所无法理解与想象的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同样来质询当代艺

术的存在价值与价值观念上的合法性吗？当代艺术离开了对社会政治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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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思考，艺术家很容易成为了没有政治节操的投机商或顺民，艺术堕落为无良政治的帮凶。 

  一直以来我特别想呼吁要为孙志刚事件建立一个纪念碑塑像，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题

材。公共艺术除了承担批判性的功能外，还有一个记忆功能。当某些人希望民众忘却某些东西

的时候，公共艺术应当承担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它永远存在在那里，就像美国的越战纪念碑，把

美国阵亡士兵的名字刻在黑色大理石上面，这是最朴素也是最有力量的。它不是简单的纪念，

而是对整个民族、整个历史的反思。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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