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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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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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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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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163.com 

 

本站公告

作者：王林 来源：本站本系  

空洞的繁荣--- 90年代中国水墨艺术透视 

空洞的繁荣 
——90年代中国水墨艺术透视 

    1．90年代的中国文化可谓繁荣：都市膨胀，信息泛滥，人在形形色色的文化资讯和流行风潮中忙碌。水墨艺

术也不例外，自有一番热闹景象。 

    首先足艺术市场活跃。知名老画家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拍卖会上走势良好，众多购买文物的藏家令传统小

国画价位攀升。这使得一大批师出有名然不思变革的画院画家欢欣鼓舞，相信艺术市场上的风水：“皇帝轮流

做，明年到我家。’80年代“中国画危机论”对他们的冲击，  早已化为乌有，恼怒亦变为自矜。如果说当年他

们还能以反感和同时代人论争，那么到现在，这批人己完全退出学术舞台，他们已成为历史留存的没有问题的艺

术家，拿国家的钱，卖自己的钱，心安理得，对中国社会和当代文化不记录、不表现、不反省。中国水墨艺术终

于因进入商业化而分化为学术圈与商业圈，改变了过去学术界混战一气的局面，很好。 

    2．90年代一开始，标榜为“新文人画”的学院派登场，投入艺术市场并抢占学术论坛。“新文人画”对话语

权的争夺，利用了80年代末中国政治生活生成的文化空档，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脆弱性格与投机心理的真实表

现。“新文人画”强调传统，炫耀技艺，针对新潮美术对传统的反叛。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策略，

乃是典型的二元更替的思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其所提出的问题则是虚假的。经过

新潮美术即现代主义的冲击，反叛传统也好，继承传统也好，其本身都不再具有文化意义。艺术价值只能产生于

艺术和当代文化的关系之中。而绝大多数的“新文人画”沉溺于古典情杯和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感不能自拔，

与(第119页)9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无关。作为旧文人，他们缺少学养和心境；作为新文人，他们又缺

少反省和批判。所以“新文人画”既不是新的文人画，也不是新文人的画，而是在特殊政治条件下适应官方、学

院、市场、权力话语和审美惯性等诸多需要的产物。随着90年代中国艺术文化问题的凸现而淡出学术界，乃是很

自然的事情。当然，被划入“新文人画”的个别画家，如朱新建，不甘于把玩传统题材，力图介入当代生活，其

创作应当别论。其实从齐白石、丰子恺到朱新建，我们可以找到一条传统的中国画走向通俗化的线索，而最近黄

一瀚布置在广州街头的“大众写意画”和“大众工笔画”，则是其极端表现。由此反观50—70年代中国画的大

众化倾向，显然应给予适度的肯定。 

    3．新潮美术对中国水墨艺术的贡献，是引入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语言和表现主义，从诱发了90年代的抽象表

现水墨。回顾80年代的反传统思潮，一个是形式革命，——个是自我表现。有限的形式论者，如吴冠中、丁绍

光，把形式局限在美的领域，所以他们只能在东两方古典艺术的结合部上做文章, 一旦形成某种风格样式，便已

走到终点。而真正的形式主义源自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结构土义倾向，由此深入水墨艺术的可能性。80年代囿于运

动无暇去做，90年代则有一批艺术家热情投入，这就是最近两年谈得很多的“抽象水墨”。 

    抽象水墨之所谓，其实不太确切。划归抽象水墨群的画家，大多有相当的表现性，如王川、刘子建等等，称之

为“抽象表现水墨”或许更合适。与之相对峙的，是具象表现水墨，如李孝营、董克俊等等。当然，亦有介于两

者之间的画家，如石果、魏青吉。这样来谈论水墨艺术现状，不仅是一个名实问题，而且是一种批评意图。因为

我们过分从抽象一端强调形式自律性，很容易脱离当代文化语境。90年代中国艺术所期待的，不再是形式革命和

自我表现，而是自由运用形式的现实表(第120页)现和文化反省。艺术不能抽离于时代，不管是投靠古典主义或

是投靠现代主义.水墨艺术的可能性既不在笔墨技艺作为一种文 化积累，还可以怎样堆起一座高峰，也不在水墨

材料作为一种 形式语言，还可以怎样变出种种样式。水墨艺术的可能性在于它和当代文化 、中国经验与个人智

慧的联系性。由此观察抽象表现水墨创作，是不是应该向表现一端有所推进呢?当然，我指的是现实表现而非自

我表现。 
  
  4.当代艺术没有单纯完整的语言体系，它只是对既有语言的非系统使用。无论是古代东方的笔墨评价体系，还

是现代西方的抽象构成原理，都无法阻挡水墨艺术的媒介化趋势。即是说，水墨、宣纸、毛笔等等，不管这些材

料曾经在中国艺术史上怎样的具有深刻的民族印记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他们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不过是材料

工具，不过是一种有特点并充满可能性的媒介。水墨艺术的观念化首先是一种还原意识，即取消笔墨技艺的文化

惯性和价值给定，使人的视觉感知和思维智慧直接通过对水墨材料的处理，呈现为对当下经验和文化与静的体

验、反省和批判。邱志杰反复书写 《兰亭集序》 直至满纸漆黑，戴光郁用清水临摹传统书画而晾干后一无所有

等等作品，改变了艺术创作归结为产品然后对产品进行美学鉴定的生产方式。一书成为一种过程、一种体验，这

不是技术指标可以评价的。也许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当代艺术分为架上艺术和观念艺术两大类，但对水

墨艺术而言，颠覆文化习惯，直接处理材料的观念性，对两者都是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胡又本，刘子建等架上绘

画作品和王天德、戴光郁等行为装置作品中，见出相通性。对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地发展而言，架上艺术的观念和

观念艺术的感觉性均值得强调。 

 



<< 首页 < 上页 1 下页 > 末页 >> 

  5.不可否认，90年代中国水墨艺术产生了游戏网的艺术家和有价值的作品。但在热闹庞杂的景象之中，水墨艺

术对当代文化和当下经验的介入依然贫弱。许多艺术家依然陶醉于士大(第121页)夫情怀并在后殖民语境中衍生

出民族主义。这种陶醉往往把人置于整体的宏观的居高临下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之中，成为假设的生活之外的没有

问题的人。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人生，艺术自矜于超越，而所谓超越乃是由商业操作和批评误导来支撑的。 

    当代艺术家不需要这样的人生，他们是一群生活之中的人，是一群自身就有问题的人。唯其有问题，他们才能

局部然而真实、具体然而深入地体验人生，才能在艺术中揭示甚至揭露周遭的时代秘密。时至今日，我们不能老

是沉浸在“天人合一”的幻梦里——如果这“天”依然神圣，这“人”依然空虚，这天这人与个体生命依然没有

什么关系。艺术不需要空洞的伟大，它只需要和正在活着、正在盼望的生命相关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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