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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模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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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为了揶揄现代美学，马歇尔•杜尚向纽约艺术展送去了一个签着制造商名字

的小便器，并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那里借来一个饱含隐喻的名字：《泉》。讽刺的

是，这件向艺术公然挑战的作品最终堂而皇之地进入艺术殿堂——当我去到巴黎的蓬皮

杜艺术中心时，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品之一，它理所当然地陈列在显赫的位置；

而当我去到卡塞尔文献展现场，当年博伊斯种下的7000棵橡树现在也都长得郁郁葱葱—

—这个自1982年就开始的“社会雕塑”计划，在艺术家逝世一年后才由他的儿子最终完

成。而博伊斯曾经摆弄过的那些石头和毛毡，现在都成为世界各大美术馆竞相收藏的艺

术品——艺术史在这里似乎和我们开了一个幽默的玩笑：曾经关于艺术的界定，似乎在

一夜之间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得混淆而模糊。 

    然而，“谁是艺术家？”这样令人困惑的命题，并没有让当代艺术的进程放慢它前

行的脚步。有趣的是：艺术家日益在一个宽泛的文化背景中来扩展各类标新立异的艺术

实验，并企望和大众一起共享新艺术——尽管人们还没有抛弃近一百年来对当代艺术的

种种不解、愤怒和抱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对此有了比以往更高的热情。观

众面对实验性的艺术时，再也不会像最初那样充满敌意，他们开始包容那些仍然看不懂

的作品，同时对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充满好奇。这既前所未有地加强了艺术与金钱的关

系，而市场因素和商业手段的介入，也成为当代艺术与社会联系的有利通道，并进一步

鼓励了艺术家采取越来越多元的创作策略来迎合受众。 

    如果说，二战以后的艺术实验，使艺术家完成了从人类的精神导师向精神巫师演变

的角色转换，让艺术与大众背道而驰、相互疏离；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中，我们

终于能够隐隐感觉到：今天的策展人和艺术家，正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的亲近和互动而

共同努力——如果艺术真如我们所愿，去加强个体与社会之间休戚相关的联系，并以此

来分享我们时代文化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时，那么大众关于当代艺术的期待将显而易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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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和鲁虹有意识地选择了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年轻一代

艺术家的作品，因为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文化体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对每

个人来说都充满了变化，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更是不同寻常：因为他们既不信奉过去的

教条，也无法感受老一辈艺术家所经历的磨难，同时不愿遵循现代主义的既有规则，甚

至没兴趣考虑什么先锋艺术和精英文化所承载的社会责任。面对那些宏大的叙事和主

题，他们没有热情、愤怒、赞扬或反思，就连现代艺术所热衷的隐喻、象征等艺术形

式，也都被一一摒弃。新一代艺术家不但扩展了波普艺术和本土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

术的文化立场，而且进一步借用影像和流行文化中的视觉元素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直

接而通俗易懂地创造出时尚、虚构的图像——通过挪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典型性的符

号，来与现实环境相拼接，不断混淆着我们关于艺术、流行、时尚，以及生活功能用品

之间的界限。然而，为什么在一个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的当今社会，年轻艺术家却总是对

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急需进行的文化反思视而不见？只是理所当然地从眷养的宠

物、批量生产的卡通玩具、散发着蜜糖口味的棒棒糖中获取艺术灵感，浅表和阳光般地

展开着对生活的认识——这也许就是我们对他们的艺术立场渴望进一步审视的原因。 

   这个展览中我们邀请的多数艺术家，都生活在中国西部，并都有在同一个城乡结合

部的生活经历，那是一个丰富而典型化的市民生活场景：马路蜿蜒曲折，街上人群拥

挤，空气中混杂着灰尘，墙面上贴满广告，简陋的咖啡馆气氛阴郁，而远近驰名的地标

性建筑就是每日吞吐着乌烟瘴气的两个烟囱。以及那些叫卖的摊贩、业余的牙医、三陪

女和出苦力的棒棒……共同勾勒出一幅形象生动的现实主义场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就是这里滋生的一代艺术家，创造出了伤痕艺术和乡土绘画，由此开始了中国当代艺术

的滥觞。谁又能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地方、同样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却彻底地

改变了创作的视角——是时代本身使我们对艺术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是我们关于艺术的

认识再次被消解？还是年轻一代艺术家更愿意通过虚拟的方式展开他们关于文化的想

象？或者，他们想用不同于过去的语言方式来增加大众对绘画的信心，并传递出这个特

殊时代的文化信息。 

    所以在这次展览中，我们有意地选择了一批持有这些特征的艺术家。韦嘉在上个世

纪末就用诗歌般的艺术形式和梦幻的构思，有意识地偏离开中国传统版画中那些概念化

的图式，来别出心裁地站在后文学艺术的立场中，振荡出版画的表现力。最近这段时

期，韦嘉又突发奇想地用转换媒材来完成他新的观念与愿望，但更主要原因在于画面所

表现的内容：主体人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动物、构成伤害的器皿、带来窒息与不安的

环境……在脱离具象绘画的表现中呈现出虚无和空寂，让我们在观看中延伸出被艺术家

放大的少年时代心理变化的奇异性。 

    艺术中的抽象是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解答。所以，很多

中国艺术家如果选择了抽象艺术，就只能追寻和参照西方的模式。陆琤和李华都是潜心

于抽象符号表达的艺术家，她们都企图寻找抽象绘画在本土文化中的可能性。前者用设

计语言，策略地解构了我们对形象的认识，冷静而逻辑地书写和扩展出画幅中那些可能

实现的美学构成——这是一种综合的抽象图式：一方面，她选择典型的传统形象作为原

始的描绘主体，这使画面从一开始就杂揉着东西方的文化元素，来构成穿梭的节奏，形

成画面的脉动感，形象此时被慢慢地隐于二维的平面中；另一方面，她回避经验、游离

开传统的绘画技法，让一种过去没有的书写语言来规划形色与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有

节制的线条和不间断的色点中构成了抽象与写实之间的有趣出口，也形成了艺术家自己



的图式语言；后者是一个强调感觉的艺术家，她从不为自己的画面规划出既定的线路，

而是用游走的笔触记录下整个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对于艺术的困惑、踉跄、摇摆在极端之

间的事实……在颜料、肌理的拼接中来追寻中国文人画家那些充满魄力的要素。 

    王玺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艺术家，他的主要精力大都用于他关于艺术的种种突发奇

想。他崇拜安迪•沃霍尔，喜欢自我陶醉，故意在作品中添入了引人非议的成分。所以，

当他把他迷恋的玩具作为他图像中的主体来呈现时、当他用一只苍蝇的飞行来完成他关

于城市的描述时，总是让人哭笑不得。而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使我们很难从传统美学

的角度来判断他作品中那些非常规的敏感。但是，这时让我想起利•瓦莎雷利的一段自

述：“今天艺术家已变得不容限制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艺术家，甚至于自称天才。

任何一点颜色、草图或者线条，在神圣的主观感觉的名义下，都可以是作品。冲动压制

了技巧、诚实地技术被偶发奇想、临时凑合的东西所代替”。 

    杨纳在她艺术创作的早期，风格端庄而传统，只是到了最近才爆发式的创造出萦绕

于她自己想象中的精灵。也许日本卡通、飘飘韩流，的确让太多的年轻人着迷。值得庆

幸的是，杨纳的画面，总能给我们一些超越惯常思维模式外的新奇——如她将人物形象

与动、植物巧妙地结合起来，装饰性地编织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造就出美丽的人物形

象，并让娴熟的技巧溶于晶莹，从而构成了“美”的视觉冲击。 

    李昕是一位通过自由联想来衍生创作的艺术家，童年生活的诸多经历造就了他太多

的想象——他像一位寡言的妈妈，用幽默怀胎、然后用嘲弄收获，批判性地将人物、植

物、动物相互交缠的巧妙构思来漠视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来反映出他自认为的清晰构

思，同时他也会在绘画的过程中，主观地强调那些让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如鲜艳明朗的

色彩、富有吸引力的造型。 

    惠欣大学毕业后为了爱情，就在十一间租了一个艺术工作室，他早期喷绘的金鱼和

装在玻璃缸里的卡通美女，使他在三年前参加了“转向”展览，由此艺术家获得了继续

下去的动力。但他并不满足地调转方向，以图像的方式来反对艺术家创作完全受制于社

会文化影响的艺术格调，并在、容易引起歧义、误读的通俗图像中发掘出对待图像的非

常态度，由此来加深视觉与图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 

    刘佳、罗振鸿都是入驻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的青年雕塑家，相互影响的他们从

创作的初期就把人在社会中的尴尬处境作为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前者从他大学一年级

就以戏剧性的方式反串了人与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相互关系，并辛辣地调侃了人在生活

中的不幸本质。只是他的捏造过于光滑、精细，很容易让人在观看时忽略他的观念，转

而欣赏他的技巧。罗振鸿基本上还是一位沿用了玩世现实主义风格的雕塑家，他之所以

被关注，是他不断地扩展他塑造人群的丰富性和那侏儒般的诙谐形象。这一点特别能够

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观者很容易就被置于一种似是而非的情绪当中，而主题的严肃

与形象的嘲弄反映出艺术家揭示自我的矛盾态度。 

    日常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艺术关注的对象——罗丹的《摇滚狂潮》系列就

是对当代社会普遍消遣和娱乐方式的记录，通过夸张的透视、明艳的色彩、特定的光

源、平图的背景，以及画面人物声嘶力竭的表情，概念化地勾勒出特定场合下的人物状

态。具象的描绘并不强调传统的绘画技巧，而是代之以广告宣传画式的平面效果；作为

 



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李赞他们这一代人显然对不同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吸纳能力，除

了借鉴涂鸦和卡通漫画的一些表现手法而外，时尚品牌的标志、身边朋友的形象、路边

的垃圾桶，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构筑画面的元素，而作品的更是直接以英文命名；李胤近

期的作品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艺术家渴望建立自我图式和追求个人风格的愿望显而

易见；杨墨音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女性气质，轻松的人物形象与平淡的生活场景，在柔和

的色调中自然呈现，中国水墨式的笔触效果强化了这种画面意境；毕业后毅然过着“北

漂”闯荡生活的彭博，在他的这批艺术作品里描绘了少年时期的玩物——那些原始的、

非科技产物的弹弓、陀螺，以饱满的比例突出在画面中央，似乎是人生最初记忆的喃喃

自语。而斑驳的色彩渍迹、没来由的小昆虫、隐约的地平面背景，共同虚构出一个已经

淡出我们当下生活的另类时空；来自中国美院的徐跋骋，可以说是这个展览中唯一一个

没有黄桷坪城乡结合部生活体验的艺术家。在他的画面上，大大小小的形象打破传统的

透视法则和空间塑造，看似混乱又彼此关联地分散在四处，似乎不同的时空被切下一个

个瞬间的剖面，组合成一个奇特的上下文关系…… 

    以上泛泛地涉及了这次参展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一代年轻

艺术家特有的视角。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们几乎都在很短的时

间内，就广泛地获得了大家的好感，这在过往的艺术史中，尚无先例——是中国艺术本

身适应了全球化的语境？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还是真正

意义上的文化转型悄然而至？我想，今天忙于各种事物的艺术史论专家们对此也未理出

头绪——所以，我们只能在艺术展览的现场中，紧随这些文化现象去推波助澜。如果我

们假设“二十一世纪”或许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新一代艺术家不仅是

在口头上，而是在艺术创作的具体实践中，淡化了中国社会对艺术高于生活由来已久的

认识，弥合了艺术与生活的真实关系。 

    实际上，我与鲁虹选择“嬉戏的图像”作为本次展览的命题，是有一定难度的：一

是在中国当代艺术转型的过程中，这种游离开惯性模式的图像是否真的具有文化价值；

二是“嬉戏”这个词本身，对于适应了传统解读方式的专业或普通受众来说很容易产生

质疑和反感，因为“嬉戏”似乎是严肃、认真的对立，而这样一来将会有违深圳美术馆

的初衷。但我们始终认为，不管是作为一种新兴艺术现象的呈现，还是作为对某种正在

生成的艺术转型的分析，合乎逻辑的方法应该是：把这些具有新趋向的作品置放在特定

的环境中去，通过观众和艺术家的互动来获得真实的结论——过去几年中，年轻艺术家

不管是对内容、媒材、以及艺术形式的选择和表达，都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姿态，他

们不光用“嬉戏”解构了传统的美学规范和既定的艺术观念，同时也试图通过新样式的

艺术试验来释放出他们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能从他们那些充满幻想、热情的图像中惊

奇地感受到真实向另一真实的过渡——而这个过程中被模糊掉的界限，或许并不仅仅是

针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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