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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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站公告

作者：鲁虹 来源：http://arts.tom.com  

重建艺术与社会的联系 

编者按：此文转载自《美术观察》杂志2005年11期“30年美术社会影响力评价”专题。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艺术的社会功能就是运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由于

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行政上的强力措施，如在各种媒体上做宣传、大

量出版发行作品与组织群众参观展览并展开讨论等等，所以，当时艺术与社会的联系相当紧

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被彻底颠覆了。虽然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还是存在着，

但在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与缺乏相关部门行政措施的情况下，它与社会的联系变得十分脆弱

起来了。而且，此时出现的中国前卫艺术在风头上也远远盖过了它，逐渐成了学术界关注的中

心。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中国前卫艺术应和时代的需要，进而运用新的艺术观念与形式去从事

创作，不仅有力地反拨了文革艺术的创作模式，还极大地促进了艺术创作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的确是功不可没。不过，由于它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精英主义观念，也就是说，它太

过于追求形式化的目标，太注重自我表现，太无视公众的客观存在，以致与社会形成了一种断

裂的关系。对于这一点，许多批评家都有所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

程引发了不少文化问题，如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标准下降等等，再加上西方当代艺术的强大影

响，中国当代艺术终于应运而生。它标志着中国前卫艺术由形式至上的现代主义追求完全转向

了对现实的关怀。我认为，这是现实文化需要的结果，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于西方当代艺术

的模仿。遗憾的是，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化和传播形式，中国当代艺术的目标虽然一方面是

要对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异化现象进行文化上的批判；另一方面是要造成一种公共性的社会舆

论，进而推动社会的变革。但实际上它仅仅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产生影响。圈子里的人尽管自

鸣得意，圈子外的人却根本没有认真地看待它。这足以证明，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与社会建立

起正常的、必要的联系。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除了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完全是冲着国外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与报刊编辑

进行创作的原因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自觉不自觉地在用精英

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当代艺术创作。鉴于已有一些批评家针对前一种原因写过文章，我在这里

将只针对后一个原因谈一点看法。 

  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浮浅的清理中，我感到，所谓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一些中国当代艺

术家那里，至少有如下几种体现：第一、创作者自视清高，缺乏与公众进行平等交流的愿望，

有人甚至把文化精英与公众的关系比作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他们虽然总是希望对公众进行启

蒙教育，却对公众的生活、命运、境遇缺乏必要的关注与了解，以至只注重表现文化精英的生

存经验；第二、完全脱离了直接的现实环境，更多是坐在书房里，根据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著

作演绎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思想观念，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制造出一些让人不知所云的符号形

式，自以为了不起，公众却并不买账；第三、基本局限于本专业的范围内，看不到他所做的事

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有怎样的联系，加上习惯用现代主义的观念指导当代艺术创作，所以总

是沉醉于纯粹的自我表现之中，显示出了强烈的自大狂倾向；第四、出于浮躁的追风心理，在

观念与形式上简单抄袭十分走红的西方当代艺术，明明是在互相复制、互相重叠，还要用假装

深沉与高超来糊弄人、误导人；第五、在商业化的时代氛围中，强调以所谓“艺术的精神和生

命”来突出少数知识分子十分看重、但对广大公众并不具有日常生存意义的抽象概念，如人类

精神、宏大理想、终极关怀等等，此外也没有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这些传统概念以新的内

涵。 

  以上列举的现象虽然各异，但实质是一样的，即持有精英主义观念的当代艺术家从不考虑

将个人的经验与公共经验统一起来，以便寻找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合点，这就在很大程度

上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和公众的严重对立。如果借用德国文化学者阿列克赛·克鲁格和奥斯卡·
耐格特的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我们将可以发现，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其实仍然是从旧有

 



<< 首页 < 上页 1 下页 > 末页 >> 

文艺公众空间的角度思考当代艺术的创作与交流问题，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各自拥有不

同的精英人物，但范围都不是很大。 

  因此，努力拓展更新的公众空间，以便让更多的公众与中国当代艺术形成积极互动的关

系，就成了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当代艺术将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社会性目标，

并与社会建立起更加良好、健康的联系。 

  鲁虹 深圳美术馆研究收藏部主任 

  转自《美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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